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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10月28日)

文章作者：

    一、经济因素 

    实体经济的全球融合趋势，是金融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因。进入20世纪后期，生产的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在劳动力、

原材料、制造过程、产品销售等生产的各方面，世界各国的市场边界都开始变得模糊，并表现出市场信号的收敛性。与实体经济相适应，虚

拟经济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合和扩展，资本的国际流动不仅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而且创造出更多的虚拟金融要素的市场。具体

来看，影响金融全球化的经济因素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2002年以来，世界贸易开始逐渐恢复活力，200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比全球产出增长率高出1个百分

点，显现出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全球贸易的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性大市场中，为金融

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随着各国经济运行中宏微观主体的不断

完善，以及经济体系中用于控制和交易的媒介手段的日趋现代化，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对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表现出强烈的路径

依赖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化的兴起，国际性产业重组已经波及到每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到20世纪中后期，传统工业经

济在主要发达国家处于衰落状态，相关产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带来了产业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重新整合。 

     第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随着贸易与生产的全球化，国际范围内的分工与合作不断展开，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存在数量和质量两

个方面，这两方面分别由全球化和高科技化两条主线来完成。其中全球化反映的是量的重新配置，包括经济资源大规模跨国流动、产业资本

大规模跨国投资、强势企业大规模跨国联合等；而高科技化则反映质的重新配置，包括国际范围内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

革。就物质要素来看，一国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向海外转移，将降低无法在国际间进行转移的生产要素（劳动和土地）的报酬，而引起其他可

以在国际间流动的生产要素（资本等）向国外转移，这就会通过福利水平的改变进而影响一国的全球化政策。此外，劳动力要素的国际流动

也是全球化条件下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些都共同促进了金融要素全球化的形成。 

    二、政治因素 

    第一，政治格局改变，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可能。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改变使得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变得可能，这有几

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直观上看，大批前东方阵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都加入到市场化金融运作体系中来，使得金融合作的基础终于扩

大到所有国家。二是冷战之后世界进入多级化发展时期，考虑到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应当使世界各国都相对获益，因此与两极格局相

比，政治格局多样化总是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三是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协调的主题，相对更多的资源不再浪费于政治对抗，

而是用于各国社会福利改进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竞争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主导，这就为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国家的利益驱动是金融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从政治角度来看，一国政府是否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首要考虑的是能否从中

获益。就金融全球化不断演进的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始终是作为主要的推动者和倡导者。甚至可以说，二战以后，美国一直领导着国际金融

一体化的进程。对此，有两个基本的判断可以明确，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政府之所以努力推动国际金融开放，不仅因为它们能在其

中获得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比较利益，而是因为它们想通过这一体系而获得更多政治影响力。二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并非是发

达国家所强迫的，但在8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所做出的国内外金融决策，都直接影响到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开放步骤，并在某种程度上暗

示了这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第三，国家的安全考虑直接影响金融全球化的边界。伴随着金融开放而来的越来越多的危机和动荡，使得更多国家开始认识到金融全

球化中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由于市场体系和经济基础的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危机中往往会遭受更大的损失。通常

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会影响到国际金融发展前景。一是减慢开放的速度、停止金融深化的进程，这是与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相悖的，但却是目前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理性选择。二是强化区域金融合作，扩大共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币联盟和区域金融一体

化的发展，并成为金融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三、制度因素 

    第一，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变革，形成了金融全球化的制度影响因素。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都体现了市场与政府的

关系这一项经济运行中永远的主题。从特定角度看，金融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新定位过程。具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

金融自由化过程实质上反映了政府由金融市场管制向金融市场监管的转变。二是金融全球化暗含了政府的金融主权部分被削弱，这使得制度

性因素也可能成为金融开放的阻碍。一国无论是加快对外金融开放，还是试图加入金融共同体，都会对其金融主权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制

度的变革背后隐含着利益集团的博弈和路径依赖性，因此金融全球化能否最终消除各国金融市场的边界还令人质疑。 

    第二，制度的外部效应，诱发了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就国际范围来看，金融自由化的制度变革，可以在两方面诱发金融深化的国际

进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选择，经常会对发展中国家政府产生较强的外部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具有

同等竞争地位的发达国家之间，或者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国制度变革的外部效应也是明显的。一国通过促进金融深化而增强金融主体和金融

市场活力，常常会带来财政能力的改善、经济结构的优化、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与该国存在竞争性的国家就面临了新的问

题，即其维持金融抑制状况的机会成本就增加，可能会超过国内原有制度均衡下的总收益。这样，该国内部就会产生同时推进金融深化而保

持国际竞争地位的动力。如上所述的两方面，都形成了目前国际范围内金融深化趋势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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