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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及中国角色定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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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 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频

繁发生, 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还是

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并未对金融体系造成全面破坏, 也没有对整个经济和社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相

反, 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却对所在国金融体

系带来严重冲击, 以至于无法依靠自身调节得以恢复而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的援助, 并且很容易演变

成经济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正因如此, 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爆发时, 许多分析家并未料到其演化会是

如此深重; 也正因如此, 我们不难想见, 当前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深

度挑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华尔街为震源爆发的这场金融海啸, 其冲击波经历了一轮轮向外扩散的过程。总体而言,动荡由

美国国内扩散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再到新兴市场国家等欠发达经济体, 由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直接波

及的各类金融主体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再到实体经济领域。仅从媒体报道的指称由“美国次贷危

机”过渡到“美国金融危机”, 再到目前使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变化中, 可窥见其不断深化扩散的

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将金融危机划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外债危机四种

类型,〔2〕然而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显然超越了其中的任何一种, 它已经转化为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

危机。美国占到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 ,〔3〕

其自身金融动荡和经济下滑已经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而其他两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也在陷

入衰退。这场货币战争不仅是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剥夺, 也体现了大资本家对中小资本家的剥夺, 它

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基础上, 进一步消灭了中产阶级。因此, 这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

资本主义体制的终结, 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将加速到来。 

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这种强权恰恰反映了它面对走向衰落的趋势已乏回天之

力。一方面, 它已经无法依靠内在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实现持久繁荣、打造偶像神话, 而是必须借助

于对经济全球化的控制, 在产品上依靠寄生、在资金上依靠输血; 另一方面, 它已经无法在远离国土的

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直接制造危机从中渔利, 而是必须让资本主义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在本土作

一次集中释放, 然后将缩过水的财富重新做出分配。 

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金融运行和经济状况原本尚属良好, 但由于出口依存度或外资依存度较高, 正

日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对俄罗斯、巴西和石油输出国造成严重打击, 

出口收入的收缩引发了本币贬值, 恶化了国内股市行情。在国际信贷市场冻结的情况下, 一些依赖外部

融资的国家, 例如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又不足的波罗的海三国, 负有大量外债特别是近期需要偿还

大量短期外债的韩国,都面临着资金来源难以接续的困境。而美国有可能借机摆脱部分债务, 反过来通

过抄底其他国家资产, 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给陷入困境的国家, 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控制。

尽管受到强烈质疑, 但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实际影响, 令众多国家不得

 



不 “同舟共济”,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人们不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抱任何美妙幻想时, 保护主义已悄悄来临。应对全球

性金融危机, 需要各国民主协商、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 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将更加激烈。世界进入

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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