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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中国外交

刘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 100005)

[摘  要 ]  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演变,已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蔓延, 进而由

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 并通过货物链和价值链影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战略。鉴于

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仍在不断释放,而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规模空前, 在上述领域面临严峻挑战, 因而剖析了

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 探讨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进而梳理阐述了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

危机而采取的外交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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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

(一 )金融危机界定

从政治经济学领域看,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

金融机构利用全球监管机制的漏洞, 恶意开发和推销

住房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果。 2001- 2006年, 相关

金融机构将良莠不齐的住房贷款债务转换为诸多金融

衍生产品,并在商业信誉评级机构的全面 /包装 0下向

国际投资者广泛兜售,旨在转移经济风险,谋求超额利

润。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持续发酵, 迅速演变为国

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形成之迅速、传播速度之快、对

国际金融领域造成的危害之大、对受害国家的经济发

展影响范围之广,均创造了历史之最。不仅重创了美

国金融帝国的地位, 而且动摇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世界

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目前看, 危机已从虚拟经济向

实体经济蔓延,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蔓延,最终将世

界经济提前拖入新一轮周期
¹
。

从国际金融领域看,此次危机是一场国际信用危

机。美国居民利用预期收益向银行申请住房抵押贷

款,相关银行随之将上述贷款债权转让给证券公司,后

者再将它打包成抵押债券,向投资银行发行, 紧接着,

相关投行再向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 最终,上述工具经

打包发行,形成掉期交易。从理论上讲,金融衍生产品

的市场预期倘若是真实的,原本不应存在风险,因为每

个市场交易者均可随时转让相关虚拟产品,以便置换

回相应的实际资本。问题是, 上述金融衍生产品的预

期收益主要建立在假定的利润率基础之上。结果则

是,相关衍生产品经过层层创新开发,所包含的泡沫越

来越大。俟国际金融市场行情暴跌, 上述衍生品的泡

沫陡然破裂,导致连接诸多相关产品的价值链断裂,致

使相关产品的虚拟市场价格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研究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导致银行等金融机

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资本充足率严重下降,经营收

入严重亏损,借贷信誉严重毁坏,流动性严重不足。实

际上,引发次贷危机的问题贷款仅 6 000亿美元,占美

全国次级贷款市场总额 48 000亿美元约 12% ,占全美

住房市场总额 500 000亿美元大约 1j。然而,正是这

区区 6 000亿问题贷款最终引发了一场国际金融危

机, 导致全球股市总市值蒸发近一半, 总量超过

290 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
º
。

(二 )金融危机演变过程

  2001- 2006年间, 诸多美国银行为追逐超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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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创立了次级信用住房贷款机制,总共向大约 200万

户信用程度较差或低收入居民提供了总额约 48 000亿

美元的住房贷款。上述贷款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

利率组合还款方式。凡符合条件的居民,均可向银行申

请为期 10年左右的按揭贷款,头两年按固定利率偿还

本息,抑或可享受优惠首付,甚至无须首付,其余年份到

期贷款本息按浮动利率支付,因而对大量低收入家庭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 当贷款利率大幅上扬时,相关

借贷者还款压力则可能成倍增加。华尔街金融企业正

是利用诸多金融机构或社会个人对不同风险等级金融

衍生品的不同偏好,将上述极具商业风险的问题贷款分

割、打包并开发出多种金融衍生品。在上述过程中,最

初的金融产品被放大为高出实际价值几倍乃至十几倍

的衍生产品,因而相应放大了金融风险
[ 1]
。

然而,天不遂人意。 2006年初, 美联储为防止经

济过热,连续十数次上调联邦基准利率,导致房地产市

场行情直线下滑,也导致 40余万个家庭陡然丧失偿还

到期按揭贷款本息的能力, 住房被银行没收。与此同

时,在美国房市处于低谷之际, 银行手中积压的大量回

收房产无法变现,迅速吸干了有限的流动资金,进而扯

断了连接上述诸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链。

2007年 4月 2日和 8月 9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

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

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等相继申请破产保护, 次贷

危机开始显露头角。 2008年 9月 15日,拥有 158年经

营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罗曼兄弟公司与美林

证券两大金融巨头先后轰然倒塌, 标志着美国次贷危

机全面爆发。上述一系列事件迅速撕裂了连接相关金

融衍生产品的资金链,导致一系列投资银行和专业基

金倒闭,进而引发美国乃至全球股市剧烈动荡。正如

股神巴菲特所说,住房贷款金融衍生品已成为经济领

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三 )金融危机发展态势

概而言之,这场始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无论是对

世界经济、国际经济秩序, 还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

投资均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1.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此次金融危机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导致经营危机与信用危机。次贷危机导致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短期内相继退出市场竞争, 致使购

买前者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投资银行、基金等投资人

血本无归,进而致使许多国家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并引发国际经营危机和信用危机。例如,英国受美国

次贷危机牵连,金融和房地产业于 2008年陷入了多年

来最为严重的窘境,国民经济增长率跌至 2%左右, 全

国失业率攀升至 7%以上。

其二,引发国际货币体系震荡。金融危机发生后,

凡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 其货币汇率几无例外地发

生了剧烈波动。据统计, 2007年 11月至 2008年, 加

元从 0. 90元兑换 1美元迅速攀升至 1. 30元兑换 1美

元,贬值幅度高达 44%;欧元兑美元从 1. 60美元一路

下探至 1. 23美元, 贬值 23% ; 日元则从 110元兑换 1

美元上升至 90日元兑换 1美元, 升值 18% ¹。

其三,诱发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国家

的经济或因外汇储备短缺而受到严重冲击,或因大量

购买美国金融衍生产品而出现资金流动危机。人口仅

30万的冰岛经济曾一度濒临破产,被迫向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相关国家请求紧急救助。波兰、匈牙利、乌克

兰、哈萨克、巴基斯坦和阿根廷等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困

境,相关政府被迫向问题银行大量注资或将后者收归

国有,以避免更大规模的金融灾难,进而挤占了本应用

于国计民生的财政资金。

其四,触发社会和经济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各受灾国的大量企业或被迫缩减经营规模,或放缓投

资计划,或超计划裁员,或降低员工薪水。在全球头号

经济大国美国,制造业等支柱产业长期积累的问题集

中爆发。通用、福特和雪佛莱等实体经济巨头纷纷陷

入前所未有的生产和经营困境, 迫使政府实施紧急救

济,并将美国经济提前拖入新一轮衰退。据统计,全球

范围数以万计的企业或被迫收缩生产规模,或宣布破

产,或大量裁员。 2008年全球范围工作机会丢失总量

超过 5 100万个,平均失业率升至 7. 1% º。

2. 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概言之,此次金融危

机充分暴露了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为中心、以美

元为国际金融支柱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脆弱性。

其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脆弱性。二战以来,经济

全球化已促使国际金融高度国际化。然而,国际社会

迄未建立统一的金融衍生品发行审查机制,迄未建立

统一的国际市场监管机制, 迄未建立统一的金融衍生

产品交易机制, 迄未建立统一的交易纠纷仲裁机制。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未能发挥应

有的世界经济 /看家狗 0功能, 既未能在金融危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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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发现任何迹象并向国际社会提出预警,也未能在

危机期间提出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替代方案。

其二,美元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在美元主导的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既是国际通货提供者,又是操控

者! 美联储不时通过美元贬值和增发本币推行 /双赤

字 0经济增长政策。美元在国际范围超量流通, 直接

导致其他国家美元外汇储备不断攀升。这些外汇储备

随之大多流向美国, 用以购买美元证券或金融衍生产

品,在支撑美国商业消费文化的同时,也持续放大了国

际金融市场泡沫。

其三,再度催生关于建立超国家货币的企盼。危

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 普遍期待构建符合时代

潮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普遍企盼构建 /无主权 0国际
通货。但是,在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未出现改观

之前, 美元仍将继续成为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打货

币,继续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工具,美国仍将构成世界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继续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

主要国际成员。

3.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概而言之,此次金融危机

主要通过货物链和资本链影响世界贸易。

其一,国际货物链影响。概而言之, 发达国家长期

以来构成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并通过持续扩张的信用

消费创造市场需求,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提

供了外部支撑。目前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大致从下列

途径影响国际贸易。一方面,此次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金融经济,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

的消费信心。许多国民受即期和预期经济收益大幅缩

水之苦,被迫缩减信用消费, 进而导致本国消费市场萎

缩。这一趋势已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出口产生了

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相关政府受经济周期影响,在收

缩进口的同时,通过法律、政策和经济等途径刺激出口,

利用外需拉动本国经济增长,进而导致国际贸易格局大

调整。进而言之,金融危机继续升温已导致受灾国家经

济动荡,引发相关国家实施 /经济爱国主义0政策, 进而

导致相关国家之间更多的贸易纠纷和摩擦。美国国会

一些议员在审议政府救市计划之际, 已公开提出关于

/购买国货0等立法原则,要求美国企业必要时首先雇用

本国公民,首先解雇外国雇员。

其二,国际价值链影响。此次金融危机首先打击

的是国际信心。许多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股市连连

暴跌, 跌幅在 40% - 70%之间, 给全球投资者造成了

将近 30万亿美元的损失。危机发生后,许多国家调整

了本国货币汇率,以期刺激经济发展,扩大贸易出口。

与此同时,受市场预期牵连,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

下跌。原油单位价格从危机伊始的 147美元下跌至

2008年年底的 40美元以下, 有色金属、钢材、煤炭等

原材料价格下跌 40% - 60%。这对资源禀赋国家的

对外贸易战略产生了致命性影响, 但对资源进口国则

构成难得的贸易机遇。世界银行统计表明, 2008年世

界贸易量增速下降至 4. 5% 以下, 其中 OECD国家货

物和服务进口增长放缓至 3%。

4. 对国际投资的影响。目前看来,此次金融危机

主要通过下列途径影响国际投资:

其一,利益预期因素。国际投资主要来自发达国

家,并以跨国公司投资为主要载体。受金融危机拖累,

许多公司开始对国际融资持观望态度, 减缓或暂停对

外直接投资活动,尤其是大规模跨国并购活动。据统

计, 2008年交易额较上年度减少了 29%, 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流入总量约为 16 000亿美元, 比上年度减少

20% ¹。

其二,市场预期因素。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已

对许多国家实体经济形成强烈冲击, 导致大量中小企

业退出市场竞争,进而导致全国性市场萎缩。许多跨

国公司财务状况陡然恶化,纷纷放慢对外投资速度,或

者缩减投资规模。一些公司迫于资金流短缺, 甚至从

海外子 (分 )公司抽调资金,从而形成了资本 /回巢补

血 0现象。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显示, 2007年流向发

展中国家的资本曾创纪录地达到 10 300亿美元。危

机发生后,将近 1 /3的跨国公司降低了对直接投资的

乐观预期。 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上年度减

少了 29%。OECD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量下降至

3 350亿美元,流出量降至 6 800亿美元,其中, 流向发

展中国家的 FD I减少了 40%。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

引外资的规模可能会降至 5 300亿美元
¹
。

其三,资源品价格因素。如前所述,这场国际金融

危机已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欧元、英镑对美元、日元和人

民币相对贬值,而汇率变化直接制约了欧洲国家及日

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美国厂商则因本币贬值而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对外投资机遇。与此同时, 受金融危机影

响,国际市场主要资源品价格在 2008年大幅下滑。这

既为资源短缺国家扩大直接投资提供了市场支持, 也

为一些国家吸引国际投资提供了机遇。

其四,新兴国家因素。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发展中

国家保持了经济增长势头,相互直接投资较往年增多,

3

刘友法:金融危机与中国外交

¹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组织5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 6。



尤其是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 /金砖四国 0。这

些对外直接投资部分抵消了发达国家 FDI减少的影

响,但是,上述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地位有限, 在

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有限, 尚不足以承担拉动世界经

济恢复发展势头的主动力。

二、金融风暴的来龙去脉

概而言之,美国政府和金融当局疏于行业监管,因

而构成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同时, 所有市

场参与者均难辞其咎。

(一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祸根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非偶然, 其始作俑者便

是美国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该发展理念

形成于 20世纪 70年代,以经济滞胀为国际背景,以全

面私有化为重要社会基础,以完全市场化为重要内容,

以最大程度自由化为重要主张, 以最少政府管理为重

要特征。长期以来, 美国将该发展理念包装为实现社

会繁荣富强的济世良方,并将后者与美式民主捆绑在

一起, 在全球范围广为推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

下,美国相关金融企业正是利用了国际监管缺失的漏

洞,在向全球范围推销金融产品的同时,将无政府主义

经营网络延伸至金融业务所到之处。因此,美国经济

一旦出问题,很快便会通过资金链与货物链殃及所有

经济伙伴。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

的那样,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在此次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暴露

无疑。

(二 )美国宏观调政策的副产品

房地产业对商业利率十分敏感, 首当其冲成为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受害者。 2001年,美国经济进入衰

退,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 /银根放松 0政策,

连续 13次调低联邦基准利率, 30年按揭贷款固定利

率从 2001年的 8. 1%下降到 2003年 6月的 5. 8%。

上述低利率推动全美住房业开工率和销售率长期居高

不下, 持续吹大了住房产业泡沫。时至 2006年, 美联

储为防止经济过热, 连续 17次提高基准利率, 由低谷

时的 1%迅速提高至 5. 25%。 /银根紧缩 0政策导致

商业利率由 3%猛增至 12%以上,陡然加重了购房者

还贷负担,进而刺破了住房产业泡沫。与此同时,随着

住房市场价格急剧缩水,购房者通过出售住房或通过

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

用下, 大量次级贷款借款人无力按期偿还按揭贷款,次

贷危机终于在劫难逃。

(三 )美国政府应对危机方略有误

历史地看,早在 2006年底美国房地产领域便开始

显现危机苗头。但是, 直至贝尔斯顿、美林证券、花旗

银行等金融巨头于 2008年对外宣布数以百亿美元计

的次级贷款损失,美国行政当局方才意识到发生了次

贷危机。此际,危机已成燎原之势并已通过资金链迅

速向国际范围蔓延。相关国家中央银行在 48小时内

注资 3 262亿美元救市。然而, 美联储先后 3次注资

救市,总额仅仅 380亿美元!

进入 2008年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会作证

之际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 以免次贷危机损害国

家经济发展大局,布什总统这才宣布了一揽子救市计

划。但是,财政部耗费 2个多月方才与各大金融机构

成立了一个总额为 1 000亿美元的超级基金, 用以购

买问题金融机构的抵押证券。显然, 这一救市计划启

动太晚,注入资金太少,对于严重恶化的次贷危机已是

杯水车薪。 5月 5日,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接受国会

质询之际承认,房市动荡已危害到美国经济发展大局,

布什总统这才于 25日宣布了总额为 7 000亿美元的

救市计划。然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出于大选政治考

虑,迟迟于 10月 3日方才批准这一计划,使得美国政

府再一次错过了救市良机。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摇身一

变成为市场经济维护者。财政部长鲍尔森公开宣称,

政府不会拿 /纳税人的钱救市 0, 并将听由相关金融机

构自生自灭。美国政府此举可谓充满玄机。无论金融

危机结局如何,美国兵不血刃便可望无偿占有上述高

达 6 000亿美元的实物资产! 有专家指出,美国政府

之所以不愿积极应对次贷危机, 旨在坐收渔翁之利。

更有专家惊呼,美国正在推行一场新的经济帝国主义

战争,战争对象是拥有美国资产的任何国家,以及任何

拥有美元或以美元计价资产的全球居民。

(四 )虚拟经济畸形发展的后果

金融创新堪称 /双刃剑 0。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

际金融领域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典型的创新过度,滥

用和投掷金融资源造成的恶果。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

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然而,

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大大超过其服务对

象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愈趋的金融创新工具大

大增加了风险管理难度。据统计,在金融创新带动下,

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迅猛扩张, 致使金融总资产呈现

倒金字塔结构: 传统货币 (M 1)仅占 1% , 广义货币

(M 2) 9% ,金融债券 10%, 而金融衍生产品却达到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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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80%。大量流动性过剩推动了相关国家金融泡

沫膨胀¹。其结果, 每当市场参与者觉得预期收入趋

于枯竭之际,通常会大量抛售所持金融衍生品,导致相

关市场泡沫迅速破裂,从而诱发金融危机。

以美国次级贷款为例, 随着金融衍生品不断开发

并进入市场流通,相关产品的风险越来越隐蔽,越来越

难以察觉,以致于投资者根本无法根据投资银行提供

的信息判断相关金融资产的质量及市场行情。其结

果,受假定利润率驱使, 投资银行、保险机构等诸多国

际金融机构竞相持有上述产品。同样, 美国发生的次

贷危机也正是通过价值链迅速波及到全球范围
¹
。

(五 )全球外汇储备体系失衡

1973年以来,美国金融当局凭借其在美元国际货

币体中的主导地位,在推行宏观调控政策之际,越来越

置他国经济利益于不顾。为避免滥发美元造成供求失

衡,相关金融机构不断通过金融深化,创造出庞大的金

融衍生品市场来刺激美元买卖。随着美元海外流通数

量不断增长,相关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增多,

而这些国家政府、公司和居民持有美元之后,大多用以

购买美元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就这样,上述国际需

求多年来刺激了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泛滥,加剧了美

国金融泡沫,并对金融危机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六 )金融监管机制形同虚设

金融市场疏于监管、信息披露和市场交易透明度

严重不足,也是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美联

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遵循 /弹性管理原则0,认为联

邦金融监管越少,企业效率就越高。同样,克林顿和布

什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之际, 对华尔街日益贪婪

的投资文化也忽视了监管。其结果, 美国会计制度、市

场评级体系和风险控制程序等领域均打上了 /放任市

场和自动调节理论 0的烙印, 从而使后者完全丧失了

/看家狗 0功能。就这样,住房领域次级贷款金融衍生

品超规模发行,大量信用状况欠佳的居民通过上述贷

款机制购得房屋,而相关放贷机构转身则将次级贷款

统统转化为金融衍生品, 并广泛兜售给外国投资者。

为方便市场操作,相关金融企业买通了穆迪和标准普

尔信用评定机构,轻易拿到了最高为 / AAA0级的信用

评级。与此同时, 后者受商业利益诱惑, 集体头脑发

热,不再将订阅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转而直接向接受

评级的企业或机构收取评级费用, 因而彻底丧失了职

业道德,成为诱骗国际银行、投资银行及各类基金最大

的 /托0,成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 /推手0!

(七 )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使然

历史上, 美国崇尚消费主义, 鼓励信用消费, 导致

商业信用链这个基础环节长期处于脆弱状况。与此同

时,美国金融大亨和理财精英们受高额利润驱使,明知

次级住房贷款具有极高的风险, 仍刻意将其开发成各

类金融衍生品并在全球范围推销。正如美国投资家杰

姆 #罗杰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所说, 无须首付便可买

住房,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 美国次级贷款是历史上

房地产市场最坏的泡沫,也是最须加以清除的泡沫。

从房地产领域看,美国长期实施藏富于民政策,允

许居民以购房开支抵扣应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许多居

民将房地产作为主要投资对象。与此同时,受逐利本

能驱使,开发商则纷纷利用优惠政策和现代金融工具

筹措更多资金, 从而推动了全国房地产业持续扩张。

但是,房地产极易受经济周期影响,即使是罗曼兄弟公

司等资本雄厚的专业金融机构, 受房地产金融业务无

限制扩张所拖累,最终也难免 /走麦城 0。

(八 )国际投资和投机资本推波助澜

从国际投资层面看,美国移民法规定,凡拥有一定

数量的美元资产或己有住房的外国人均可申请并获得

在美合法居留权,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居民选择在美

国购房或存款。从国际投机层面看, 在上述低利率和

低汇率政策作用下, 美国金融机构推出的次级贷款金

融衍生品显现出较大的投资回报空间, 因而很快成为

国际资本的投资和炒作对象。与之相对应,上述国际

资金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度。面

对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 诸多美国银行开始 /集体发

烧 0,一再降低贷款条件, 以期招揽更多的客户, 发放

更多的次级贷款,创造更多的衍生产品,从而埋下了金

融危机的种子。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国际经济事件或国家发

生的经济问题均会通过货物链和价值链影响到许多国

家的经济发展,我国也不例外。

(一 )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对外贸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

擎,外贸依存度长期在 60%的高度浮动, 出口依存度

长期徘徊在 35%的水平º。从国际关系领域看, 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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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是发达国家参与并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核心手

段,与贸易相关的政策不仅成为相关国家谋求经济利

益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其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此次金融危机已引发美国与其传统经济伙伴之间的贸

易纠纷和摩擦,并导致美国政府从自由贸易政策立场

退缩,转而实施 /公平贸易 0政策。中国作为美国的主

要贸易伙伴之一,已成为上述政策的首要目标。例如,

奥巴马总统在致美国纺织业组织理事会的公开信中,

曾公开指责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与中方操纵人民币

汇率直接相关,并宣称将运用一切外交途径促使后者

改变汇率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是不同利益集团交换利益的

场所。金融危机已促使部分议员在涉华经贸问题上形

成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联手推动涉华经贸立法,刻意放

大外贸逆差中的 /中国因素 0, 以便为政府实施单边主

义对华贸易政策提供法律依据。例如, 2009年初, 美

国政府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作证之际曾透露,政府将酌

情参加并批准5东京协议6,以便依据相关条款对任何

以超量消耗能源和忽视环境保护的国家输美商品征收

惩罚性关税。

从国际汇兑领域看,美联储近年来通过增发美元

及汇率等政策手段, 已使美元贬值 30%以上。同期,

我国人民币对美元则升值 20%以上。鉴于我国对外

贸易交易活动 90%仍以美元计价,受人民币升值和美

元贬值双重汇率影响, 我对外贸易已经面临 /买什么,

什么涨价;卖什么, 什么跌价 0的窘境, 迫使越来越多

的外贸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竞争。据海关统计, 中美贸

易增幅于 2008年首次降至 10%以下, 中日贸易继续

保持逆差, 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虽历史性地达到

25 500亿美元,实现顺差 2 900亿美元, 但增幅较上年

度下降了 30%。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发生后, 韩国、越

南等周边国家大幅贬值本国货币,以期扩大对华出口。

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其他贸易伙伴也可能选择本

币贬值策略,因而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新的压力。

从贸易先行指标看, 2008年下半年, 国际金融风

暴开始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当年秋季广交会出口

成交额同比下降近两成。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机电产

品对外交易额仅实现 139. 2亿美元,同比下降 12. 9个

百分点。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为 21. 9% ,如改用

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长率仅剩 11. 2% ; 如果再扣除国

内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对外贸易实际上已掉落到个位

数增长态势¹。

(二 )对我国外资战略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资战略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

经过 30余年改革开放,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并已

形成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市

场虽纷纷陷入萎缩状况,但我国政府应对举措得当,国

民经济继续保持发展态势, 因而继续成为国际投资者

青睐的重点东道国。中国欧盟商会一项调查显示, 尽

管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大部分在华企业仍对中国市

场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对这些企业而言, 中国市

场仍是最为重要的新兴市场, 在华拓展经营旨在占领

当地市场, 而不是复出口º。另据统计, 截至 2008年

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64. 18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29% ;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4 952家,同比

下降 27. 51%。当年全国减资的外企超过 4 000家,终

止在华业务的外企将近 4 000家»。

研究表明,减资或撤资的多属制造业小企业,大型

跨国公司非但没有撤资, 反而加大了投入。危机发生

后,我国政府开启了新一轮建设性项目建设,带动了钢

铁等基础材料、石化、重大装备、电子器械等领域的投

资,因而给外商创造了新的投资机遇。与此同时,外资

在中国的产业和区域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制造业仍

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农林牧渔等和服务业领域实

际使用外资增幅较大, 但是, 部分沿海地区改革开放

30年来首次出现利用外资负增长态势¼。上述态势必

将影响到我国外贸的增长后劲。与此同时,国际市场

资源和能源品价格持续走低, 为我国企业扩大对相关

领域直接投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为我国搞活双边经

贸关系增添了难得的契机。

从国际资本流动层面看,危机发生后,各相关国家

联手注资救市,直接导致市场短期资金陡增。上述资

本受逐利本能驱使, 纷纷在国际范围寻找投放市场。

处于升值中的人民币资产、以人民币计价的股市和房

市自然成为热门投资或投机对象。 2007年前后我国

房市和股市出现的泡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均与上述国

际 /热钱 0相关。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受金融危机

冲击,或因流动资金严重短缺, 纷纷收缩其分 (子 )公

司在华投资规模;另一些企业则开始推迟增资计划,部

分行业外商甚至出现了撤逃资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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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商务部 2008年相关统计资料。

资料来源: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于 2008年所作相关报告。

资料来源:商务部 2008年相关统计资料。

资料来源:商务部 2008年相关研究报告。



(三 )对我国发展战略的影响

从政治经济学领域看, 我国于改革开放伊始确立

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

历史性作用。但是,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与国

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走内外平衡经济发展道路已成

为必然选择,金融危机只是提前了这一历史进程。

从国际金融领域考察, 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的深度和广度均前所未有,国民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

因此,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确保人民币

汇率弹性构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经济举措。与此

同时, 随着大量美元流入我国境内,中国银行被迫大量

发行基础货币予以收购,每收购 1美元,须发放 7元人

民币左右的基础货币。目前, 我国外汇储备超过

20 000亿美元,并已置换成约 150 000亿人民币。这些

高能货币进入市场流通,通过投资 /乘数效应 0所形成

的社会购买总能力高达 700 000亿人民币。上述资本

洪流直接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导致股市和房市泡沫四

起,持续放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并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其

它金融和经济隐患。

从吸引外资领域看,罗曼兄弟、美林证券等大型美

国次级贷款机构先后宣告破产,已导致中国银行、招商

银行及一些大型企业集团蒙受经济损失,总规模有可

能超过 1 000亿美元。长远看, 上述危机继续发酵还

可能引发更多美国金融机构破产, 迫使美国回归 /美
元疲软 0政策, 导致我国所有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

全面缩水,导致我国外汇资产购买力大幅缩减。

从发展态势上看,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已呈

现出增速放缓趋势。这一态势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效

益下滑等因素综合作用,已影响到诸多企业的投资意

愿和能力,对消费增长构成制约因素,最终影响到中央

/保增长、促内需 0经济刺激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家统
计局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在从 2008年下半年开始连续

5个季度呈现增幅回落态势。这既是我国政府宏观调

控的结果, 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传递效应所致。 2009

年,我国钢铁、电力、汽车等重要行业继续呈下行态势。

从经济结构上看,金融危机已使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面临下列棘手问题。一是出口导向型模式向内需拉

动型转轨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震荡问题;二是产业结

构调整带来的企业倒闭和破产清偿问题;三是经济转

轨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尖锐化问题; 四是就业对经

济增长的高度依赖问题;五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带

来的财政压力问题; 六是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双双萎

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问题; 七是深化现行税收体

制改革问题;八是资源配置模式调整问题。

四、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外交举措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

十分严峻的国际与国内经济形势:既要扩大内需、保障

就业、调整结构、维持既定增长目标, 又要应对世界经

济衰退、贸易萎缩与投资保护主义膨胀。对此,我国政

府积极绸缪, 化危机为发展机遇, 与国际社会联手救

市,既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世界经济走出

困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我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筹谋了应有的国际环境。

(一 )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联手救市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顺势而为,率先推动国

际社会联手应对危机。在八国集团 -发展中国家领导

人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亚欧峰会、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

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等多边场合,我国代表团呼吁并推动相关各国加强政

策协调,确立稳定世界经济的路线图,落实应对危机的

具体措施,增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

政治上,中国政府主张,在这场愈益严重的国际金

融危机中,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均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合作,共度难关。呼吁国

际社会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 1)正确处理金融创

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相关各国有需要通过金融创新

推动经济发展,更需要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实施有

效监管,确保金融安全。 ( 2 )处理好实体经济发展与

虚拟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关各国制定和实施金融业发

展战略必须确保虚拟经济和实体经协调发展, 绝不能

因为虚拟经济失控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 3)处理好

国民储蓄和消费的关系。各国政府应从此次金融危机

中汲取教训,促使本国储蓄和消费正常、平衡和协调发

展º。经济上,我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加强协调, 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

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

国,中国一直通过该机制内部资金交易计划等途径向

受灾国家提供救助资金,并根据国力继续积极参与其

它救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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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我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下列主

张: ( 1)尽快恢复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

呼吁发达国家尽快采取果断措施, 尽快稳定金融市场

秩序, 有效抑制金融风险继续扩散和蔓延,减少危机对

各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避免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恢

复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 维护全球经济稳

定¹。 ( 2)加强国际合作。主张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发动机,呼吁有关各国通力合作、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携手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风险,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 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 ( 3)加强国际责任。

呼吁相关各国认真汲取教训, 明确政府责任和企业责

任,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

则,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中

介组织的监管, 增强金融市场衍生品交易透明度。

( 4)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 完善决策机制, 提高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尽快建立全球性金融预警

系统, 增强危机应对机制能力。 ( 5)鼓励区域金融合

作,加强区域金融安全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

助机制作用。 ( 6)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稳步推进国际

货币体系多元化,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加快探讨

建立超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防止特定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左右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战略。金融危机

爆发后,我国政府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利

用多边和地区外交途径,提出了关于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公正合理

的国际贸易体系、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等重要主

张º。

(二 )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机构改革

关于未来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政府相继提出

了下列主张»:

其一,全面性原则。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再造

进程。呼吁国际金融机构须加强能力建设,进行治理

结构改革,进一步扩大相关机构的资金盘子,加大相关

机构应对危机和国际救助能力, 促使相关国际金融机

构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 /看家狗 0,成为推动有关各国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拉力。各机构利用各自优势,

既要鼓励各成员国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又要

确保国际金融安全。

其二,透明原则。主张未来国际金融体制应严格

遵循透明原则,应创造条件建立新架构、新体制、新机

制、新规则, 防止少数成员国垄断国际金融事务。关于

增资问题,呼吁国际金融机构首先应增加成员国的出

资份额,并酌情考虑发行债券筹措救援资金。关于资

金使用,中国主张,应最大限度的发挥救援资金对缓解

金融危机和遏制世界经济衰退的作用。资金拨付应进

行科学评估,合理规划, 严格监管, 做到公平、公正、透

明、有效。救援对象主要是受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发

展中国家。

其三,公正原则。主张未来国际金融体系要增强

规则和程序弹性。尽快建立国际金融安全保障机制,

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努力使经济全球化惠及

所有国家。未来国际金融机构在实施金融服务和金融

救援计划之际,应遵循公平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利用国

际金融机构推行国家战略和政策。在实施监管之际,

应坚持公正原则,防止少数国家成为众多国家经济发

展战略的 /仲裁者 0。

其四,普遍性原则。主张金融机构改革、国际游戏

规则的制定均应欢迎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

与,主张构建有利于各方更广泛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

制,应最大限度地倾听后者的心声,最大限度地实现互

利共赢,尤其要关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其五,权利与义务均衡原则。主张未来国际金融

事务管理要体现权利与义务均衡原则。凡事要考虑不

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呼吁相关国家应着眼长

远利益,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妥善化解矛盾和分歧,以

发展的眼光、合作的精神, 通过对话促进合作, 通过合

作实现共赢。

其六,讲究实效原则。主张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要

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 循序渐进,先易后

难,分阶段实施改革。主张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

应讲求效果,凡事应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有利于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三 )加强双边政策磋商和协调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与相关地区经济组织

和国家开展合作与协调,敦促相关国家担负起稳定世

界经济的责任,积极强化或构建区域性危机防范机制。

充分利用中美、中欧、中日等高层对话机制,将应对全

球金融危机和防止世界经济危机作为重要议题, 就利

率、汇率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与主要国家进行对

话,并且达成广泛的一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高

层对话,敦促后者肩负起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共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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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双边经贸关系大局。分别与日本、韩国和阿根廷等

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总额超过 5 800亿人民币,

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 200亿美元的贸易融资协

议。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向受灾国家和地区提供

资金救助
[ 2]
, 与有关各国协作, 在地区经济框架内整

合经济资源,建立互助经济联盟, 共建区域储备基金,

加强地区金融危机防范机制,探讨金融业合作新途径。

积极参与并推动东盟货币储备库建设, 充分发挥清迈

基金稳定地区金融形势的作用。

(四 )积极平衡内外贸易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根据本国发展战略,积

极兑现承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调整进程,适度扩大

对短缺资源及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作为高速发展的国

家,中国继续保持旺盛的需求不仅对自然资源禀赋国

家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而且对技术与知

识资源禀赋国家拓展对华出口提供了市场支撑, 因而

构成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最大的积极因素。危机

发生后,我国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国际采购团组,帮助受

灾国家和地区度过经济难关。

(五 )维持对国际经济的正面拉力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政府坚持 /有所

为,有所不为 0的外交战略方针,坚持解决国际问题从

国内做起, 积极实施 /保增长、促发展、重民生、抓调

整 0政策,稳定经济发展态势, 为其他受灾国摆脱经济

和金融困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 1)稳定本国经济发展

势头,保持对国际经济的正面拉动。中央政府实施了

总额为 40 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有计划地

促进交通、农业、环境、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有

效拉动国内需求, 增加对国际货物的吸纳力。 ( 2 )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吸引外资力度,进一步调整经济

结构,为我国经济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奠定基础,

同时为更好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创造条件。 ( 3)运用经

济、货币和利率杠杆,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

度,扶持相关产业摆脱增长瓶颈,积极拓展国际生产和

经营空间,以便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吸引中国资本奠定

基础。 ( 4)调整税率,帮助受灾企业生产自救,充分挖

掘自身发展潜力,积极转变外贸方式,积极实施市场多

元化战略, 尽快摆脱经济困境。 ( 5)大力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适时推出医疗和养老

保险改革新举措,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效刺激国

内消费,逐步减缓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同时

也为相关国家拓展对华贸易提供了市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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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 inanc ia lCrisis and Chinac s D iplom acy

LIU You2fa
( Ch ina Research Inst itute o f Internat iona l Issues, M in istry of Fore ign A ffa irs, Be ijing 100005, Ch 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 iona l financial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Sub2Prim eLend ing Crisis in theUn ited States, has continu2
ously deepened and evo lved, spreading from deve loped coun tries to new ly em erg ing countries. The crisis has d iffused to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fictit ious economy, and imposed impacts, v ia the goods chain and value cha in, on the strategy

of a great number o f deve loping countries in conduct ing foreign trade and lur ing foreign investments. A s the subsequent

impact of the crisis is still being released and Ch ina is fac 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n the above fields ow ing to its

close econom ic linking up to the internationa l economy,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cause and e ffect o 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mpact o f the crisis on thew orld economy and Ch inacs economy, and further cleared up and expounded the d ip lo2
matic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 t in response to the f inanc 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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