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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学者论危机：全球严重通胀将不可避免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0月28日  肖艳 

日前，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了“第八届中国金融论坛”。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王自

力、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分别就美国金融危机发表自己的观

点。 

屠光绍：中国替代美国还早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将危机分为了产品危机、机构危机、市场危机、经济危机等四个阶段。他

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第四阶段，也就是经济衰退走向经济危机的阶段。目前美国、欧洲等国政府都

在全力救市，就是为了尽力避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而“中国提出了一保一控，现在的重点

其实就是保经济增长。” 

目前，他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三个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是对金融投资的影响。二是对

资本流动的影响。三是国际贸易受到影响。 

最后，屠光绍笑称：“不能说美国不行了，以后就靠中国了。我认为美国会有重大政策调整，

美国的金融运行方式会改变，但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的基本体制和制度不会发生变化。”他指出。中

国的金融市场要想替代美国“要二三十年之后才有可能”。 

王自力：回购中资企业海外股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王自力认为，全球重要发达国家救市，向经济体内注入大量流动

性，在短期内的确可以缓解现有金融危机的继续发展。但是，采取这种以通货膨胀应对虚拟经济流

动性枯竭的办法，肯定会带来全球商品定价体系的重新调整和以通货膨胀为特征的后金融危机。 

美国为了救援自1999年开始的科技泡沫破裂和2001年“9·11”危机，而采用扩大流动性所带来

的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次贷危机，到现在发展成金融危机的历史和事实，再次证明，用扩大泡沫抢救

危机，只会从一个危机陷入到一个更大的危机。 

王自力认为，我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国际资本冲击、资产价格上涨，以

及全球一体化经济和贸易的全面衰退有所准备并作出预案。 

美国在危机中，部分地释放出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那才是中国需要的东西。王自

力说，我们应该迅速回购中资企业在海外的股权。前些年，我国有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廉价上

市，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大型国有企业，今天中国要趁美国金融危机的



时机，将这些廉价上市的国企股权尽量收回。相信最近应该是中投公司最紧张和最兴奋的时刻，但

需要指出，我国的主权基金要做的应该是这件大事，而不是美其名曰“并购”，花钱去抢救别人陷

入困境的问题公司。况且由于文化背景、经营理念、管理水平的差异，即使并购过来也难以主导或

者把“病马治成死马”。 

贺立平：中国金融开放度不低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立平针对人们对此次次贷危机发生中的一些不解和误解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 

贺立平反驳了认为 “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低是中国金融受冲击较小的主要原因”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实际上并不低！”一个证据是中国对外金融投资近年来大量增

多，如雷曼兄弟破产导致许多国内金融机构投资损失。二是近年来大量国际投资进入中国，如“热

钱”。他认为，中国金融受冲击较小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前几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银

行体制改革（改制、战略投资者引进、上市等）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充足度，抵御近期市场风险能力

大大提高，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迥然不同。二是近几年国内经济增长和银行业市场发展为国内

银行机构提供了良好机遇，业绩改善，公众信心增强。三是国内金融机构对外金融投资相对谨慎，

对外风险暴露程度相对低。 

正因为如此，贺立平担心中国的金融机构会因为此次“幸运”而自信心膨胀，在未来的国际投

资中不够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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