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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六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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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仍然在扩大和深化。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是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所以一切国家、一切经济体都不能独善其身，因而可

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它给予我们的教训和

启示也是历史性的。我们有必要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上对它进行反思。 

  作为发生于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酝酿、发端、形成和扩展的整个过程，都具

有全球时代的经济运行特点。美国无疑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这次金融危机及其所引起的全球性经

济衰退给予我们的主要教训，应当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他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一、滥发美元损人利己 

  放任美元扩张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政策。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美国政府依托

美元的霸权地位，实行“双赤字”政策并大量发行美元。在封闭的国家经济中，这样做必然会引发严重

通货膨胀。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这样做的后果首先被与其经济关联较为密切的经济体消化了，

即表现为他国美元储备的大量缩水和贸易利益的大量流失。今年3月18日，美联储又宣布将动用3000

亿美元购买美元长期国债。这种继续滥发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势将进一步损人利己。以远远超过本国

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量发行美元(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2007年美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环比

增长11%。唐双宁，2008)不能不引发美元的持续贬值和过大的流动性，使放贷压力持续增大。这就把

美国经济和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全球经济置于非常危险、非常脆弱的境地。 

  二、虚拟经济膨胀化是经济衰退的总祸根 

  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发生与美国虚拟经济过大过滥地畸形发展有着根本性的联系，这也是

此次危机迟迟不能结束的重要原因。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美

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其中，制造

业创造的GDP占总GDP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27%下降到11.37%。(刘骏民，2008)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

估计，2006年美国债券、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市值约为400万亿

美元，是同年美国GDP的36倍。美国巨额的虚拟经济中已经积累起巨大的泡沫。在钱钱交换、账单与

钱交换、账单与账单交换的虚拟经济活动中，钱的流动并不直接带动实物商品的生产流动和实际效用

服务发生，但它却能数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地放大货币需求量，把资金过度地引导到投机领域，

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萎缩(成思危：到2000年底，全世界每天流动的资金中只有2%真正用于国际贸易)。

同时，畸形发展的虚拟经济还以其寄生性扭曲国民收入分配，形成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并反过来进

 



一步引导人们进入资本投机领域。在美国许多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已无意于产品开发和创新，而热衷

于“资本炒作”。这种虚实倒置的经济结构，怎么可能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三、“金融创新”是美国金融霸权主义的经典 

  美国经济一步一步地步入经济危机，并把全球经济整个地拖入衰退，是在所谓金融创新的过程中

完成的。面对虚拟经济的巨大利润，美国人开始把虚拟经济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在制造业等实体经

济基础领域，他们只做高价环节。他们甚至放弃具有优势的制造业去经营金融业，放弃产品的技术设

计去专攻金融产品创新的复杂设计。这就是美国经济特殊的运行方式。“次贷”只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

的一个缩影。美国在将金融杠杆推向社会各个阶层和整个经济的同时，也将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和寄生

性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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