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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4 

推荐一名总干事职位候选人 

 

 

  总干事职位候选人 

 

  秘书处的说明 

 

本报告提供截至 2017 年 4 月 27 日的总干事职位候选人情况。 

 

1. 《章程》第 11.2 条规定，“总干事由大会根据理事会的推荐任命，任期四年”。

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任命李勇先生为总干事，从 2013 年 6 月 28 日起任期四年，或

直至大会第十七届常会任命的总干事就职时止，以较晚者为准（GC/S.2/Dec.7 号决

定）。 

2. 按照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61.2 条，“理事会主席至迟应于紧接拟任命总干事那届

大会之前的一届理事会常会开始之日前两个月收到候选人提名，才能予以审议。”

因此，2016 年 12 月 7 日向各国外交部长分发了一份普通照会。该普通照会中确定

理事会主席接收提名的最后期限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 

3. 截至 2017 年 4 月 27 日，主席收到的候选人提名如下： 

 李勇先生（中国） 

4. 提供的候选人简历见本说明附件。  

5. 理事会所要遵循的总干事任命程序载于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61 条。 

 

  

为节约起见，本文件未作印发。敬请各位代表自带文件与会。 



IDB.45/18  

 

V.17-02110 2/6 

 

附件 

 

  简历
1 

 

李勇 

 

国内国外主要工作经历 

2013 年-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2003-201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 

1999-2002 年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 

1996-1998 年  驻世界银行集团中国执行董事 

1992-1996 年  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副司长、司长 

1990-1992 年  驻世界银行集团中国执行董事高级顾问 

1989-1990 年  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处长 

1985-1989 年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等秘书、一等秘书 

1984 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外国财政研究室副主任 

 

国内其他工作经历 

 

2003-2013 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08-2013 年  国务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小组成员 

2010-2013 年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  

2006-2009 年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国外其他工作经历  

 

2009-2013 年  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 

2011-2013 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理事 

2011-2013 年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成员 

2003-2012 年  驻世界银行集团中国候补董事长 

2003-2012 年  驻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中国候补董事长 

2004-2011 年  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董事长 

2010-2012 年和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咨询理事会成员 

2004-2008 年 

__________________ 

 1 信函资料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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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2 年  亚洲及太平洋会计师联合会会长 

1997-1998  世界银行集团执行董事会预算委员会联席主席 

1995-1997 年  联合国会费委员会成员 

 

主要成就和专长 

 

 • 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高级决策者。李先生十年来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和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一直广泛参与制定和协调财政、货币和工业政策，

支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2003 年以来，他坚定地推动金融部门改革，

特别是促进主要金融机构建立公司治理机制、处理不良资产和加强风险管

理，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金融系统避免潜在的全面风险起到了关键作用。 

 • 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李先生以减贫为己任，高度重视有利于农业发

展和中小企业的财政金融措施，以此作为创造经济机会和减少贫困的两大

基石。在他的指导下，在促进小额金融、农业保险和农村信贷等方面广泛

推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帮助改善了弱势群体特别是 500 万中国妇女的就

业，还为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好的金融服务。此外，李先生还启

动并建立了中国农业发展基金，其任务是将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引入全国

的农业企业。 

 • 国际发展的积极参与者。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李先生作出不懈努力，在

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多边发展组织的合作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他呼吁国际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建立更

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其提供更有力的财政支助，降低援助成本。为增加发

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李先生致力于国际发展组织的治理改革，成功地将发

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表决权增加了 3.13%，整体比例达到 47.19%。在担

任联合国会费委员会成员期间，他还积极推动联合国会费分摊办法改革。 

 • 发展议程经验丰富的筹资者。作为政府预算的主要决策人，李先生致力于

促进中国对国际发展作出贡献，包括向国际发展协会、亚洲发展基金、非

洲发展基金、工发组织、全球环境基金（环境基金）、中国—东盟中心以

及亚行在华减贫区域合作基金捐资。他还为成功完成世界银行和亚行的普

遍增资作出显著贡献。他凭借丰富的全球资本市场专业知识，领导了中国

主权债券全球发行工作以及香港市场人民币主权债券的四次重大发行工

作。在国际金融公司和亚行首次在华发行熊猫债券的决策中，他发挥了主

要作用。李先生在国际发展筹资领域声望卓著，经验丰富，与包括 20 多

个捐助国在内的发展伙伴保持着广泛、密切的关系。 

 • 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倡导者。李先生热衷于基础设施融资、绿色增长和气候

融资方面的国际举措。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在与环境保护、节能、可靠

能源供应和可持续工业发展有关的众多项目中，中国同世界银行、国际金

融公司、亚行、工发组织和环境基金开展了开拓性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一

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先生努力推动工发组织利用环境基金在中国执行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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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的坚定推动者。李先生在东盟+3 金融合作进程

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执行清迈倡议多边化、建立东盟+3 宏观

经济研究室、促进制定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以及设立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

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种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及中

亚区域经济合作。他坚定支持南南合作，中国、世界银行/亚行和其他国

家三方伙伴关系就是例证。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一些知识共享机制，如

中国—非洲经验共享方案和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这些都得到受益国

和发展机构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 全球经济政策的有力协调者。在包括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和东盟+3 在内的多边机制中，以及在中国与欧

盟、巴西、印度、日本、俄罗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多次高层经济对话中，

李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对协调全球经济政策及相关的广泛问题发挥

了建设性的平衡作用。作为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李先生与国内外同行和

利害相关方密切合作，促进谨慎的金融监管办法，制定对付全球金融危机

和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贸易能力和克

服国际金融混乱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他还作出巨大努力，鼓励世界银行和

国际金融公司扩大贸易融资。 

 • 卓有成就的学者和多产作者。李先生有许多重要著述，涉及广泛领域，包

括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增长、绿色发展以及财政和金融改革。另外，作

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理事，他还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战略

和进行治理改革提供了有创意的动力，促进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和

全球会计准则的趋同。 

 

学历和培训  

 

 • 公共财政管理课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07 年） 

 • 高级研究员课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1998 年） 

 • 公共财政课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院（1984 年） 

 • 会计学硕士，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1981-1985 年） 

 • 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实习（1981-1982 年） 

 • 英语专业学士，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74-1977 年） 

 

个人情况 

 

 • 李先生 1951 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已婚，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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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和著作 

 

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多产作者，

发表过几十篇学术论文，选载如下： 

1.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Green Growth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a’s Fiscal and Tax Reform 2013.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3. 

2.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Hunan, 

Hubei and Fujian Provinces.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a’s Fiscal and Tax Reform 

2012. Beijing: Economic Press, 2012. 

3.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the Projects Financed b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a’s Fiscal and Tax 

Reform 2012.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2. 

4. The Role of Public Finance Management in Promoting China’s Steady Growth. 

Journal of China’s Public Finance, No. 4, 2012. 

5.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ccounting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Role 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No. 7, 2012. 

6. Driving the Growth of Small Businesses through Better Accounting Services. 

Finance & Accounting, No. 1, 2012. 

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a’s Fiscal and Tax Reform 2011.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1. 

8. The Priorities of China’s Fiscal Reform in the Post-Crisis Er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a’s Fiscal and Tax Reform 2011.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1. 

9. The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ies for the 12th Five-Year Plan. Journal of China’s 

Public Finance, No. 3, 2011. 

10. Accounting Industry Growth through Servic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novations in Soc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No. 7, 2011. 

11. The Dynamic of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Crisis Er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a’s Fiscal and Tax Reform 2010.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0. 

12.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nverg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No. 3, 2010. 

13. 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ing Vehicles in China. 

Journal of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 No. 1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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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ow to Improve China’s Rural Financial System: Case Studies of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Journal of China’s Public Finance, No. 18, 2009. 

15. Fiscal Reform, Polic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Journal of China 

Development Observation, No. 4, 2007. 

16. How to Improv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Strengthen Support to the Countryside. 

Journal of Finance Research, No. 11, 2005. 

17. Improving Rural Financial System: Case Studies of Guangxi and Guizhou 

Provinces. Journal of China’s Public Finance, No. 12, 2005. 

18. Dilemma of SMEs Financing: Case Study of Wenzhou City. Journal of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No. 3,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