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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索

“美国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学术研讨会综述 

○信息 

“美国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静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全国美国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美国与东南亚金 

融危机”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４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美国研究所 

所长王缉思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发展研 

究所、外交部美大司、新华社国际部、中国五矿石化商会及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 

３０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美国与东南亚金融的关系，以及中美经贸关 

系在危机中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由此得出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与会者普遍认为，此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利大于弊。世界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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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的柯居韩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股市虽然出现暂时波动，但 

恢复迅速，股市波动主要是处于心理预测。到１９９８年３月，美国经济已持续 

扩张逾８２月之久，目前美国国内就业旺盛、利率维持不变、大企业利润不断上 

升、经济增长强势不减。外交部美大司的王若焱在分析美国去年贸易逆差后指出 

，虽然美国去年外贸商品逆差１１３７亿美元，并且预计在１９９８年会继续扩 

大，但美国依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进出口的影响尚处外围。 

新华社国际部李长久认为，按ＩＭＦ预测，美国１９９８年经济增长率为２．４ 

％，虽然较１９９７年３．８％的增长有大幅下降，但从政策上讲符合美国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不能认为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衰退。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积极影响在 

于此次危机为美国敞开了东南亚市场，美国资本可望取代日本在东南亚的主导地 

位，从而改变美日在东南亚的经济格局。东南亚经济恢复有赖于美国提供资本及 

贸易援助，美国也已凭其实力大量廉价收购了泰国、印尼以及韩国等国的企业。 

此外，美国还不失时机的要求东南亚各国进一步开放通讯、信息以及金融服务等 

市场。种种迹象表明危机会改变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保护主义，从而有利于美国扩 

大在亚洲市场的份额。 

二、美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态度 

与会者认为，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十分重视此次金融危机。中国五矿石化商 

会的周世俭认为，美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时的态度与其１９９４年对待墨西 

哥金融危机态度大不相同。在１９９４年对墨西哥提供的４８０亿美元金融贷款 

中，美国不顾国会的反对，提供援助２１０亿美元。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时美 

国只是隔岸观火，不曾料到危机会发展到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深、那样广。直到 

年末危机发展到韩国后，美国的态度才发生重大转变，这与美国在经济、政治上 

的考虑密切相关。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孔凡昌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会是逐步 



、扩大式的，并且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和目前状况。美国改变对东南亚态度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地区安全和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东盟大国印尼金融危机的发 

展已蕴含社会及政治危机的可能，这对美国的多边体制维护在亚太的主导权会产 

生影响；另一方面，韩国是美国的军事伙伴，韩国经济危机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亚 

洲的经济地位。从地区安全上讲，如果金融危机波及面广，亚洲的社会稳定将会 

受到威胁，从而影响到美国在亚太的地区安全和战略。 

王若焱认为，从经济上讲亚洲能否从危机中恢复，对美国的影响会逐渐表现出来 

。近几年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美国国内的低失业率。自１９ 

９３年起，外贸已为美国创造了１４００万个就业机会，如果东南亚金融危机持 

续发展，该地区国家增加对美国出口、影响美国国内就业，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 

响就会从外围扩展到内部。 

陈宝森认为，美国重视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债务链会扩展到美国。 

目前日本持有逾３０００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券，如果韩国金融危机影响到对日本 

债务的支付，日本就会抛售其在美国的国债券，从而形成对美国金融的巨大压力 

。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改善中美经贸关系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契机。社科院亚太 

所所长张蕴岭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恢复有赖于美国提供资本及贸易上的援助， 

美国经济的强势对吸收亚洲出口、促进亚洲经济恢复是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如 

果亚洲各国的经济恢复建立在单向对美国的挤压式出口上，其效果十分有限。迄 

今为止，日本已持续１１个月、东南亚也已持续５个月对美国贸易顺差。美国曾 

经把亚洲经济危机恢复的厚望寄托在日本身上，然而事实证明，日本不仅国内出 

现金融危机，而且由于长期形成的限制内需、外向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于进行 

结构调整，日本对于吸收亚洲出口的作用有限。东盟与韩国在发展道路上都与日 

本相似，刺激内需以带动经济发展的要求遇到国内收入下降、经济不振及通货膨 



胀的阻碍，经济恢复困难重重。 

周世俭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为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近年来中国 

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以及稳健的改革步伐使各国越来越看好中国市场。在东南亚 

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推动经济发展 

的做法在国际上赢得一致赞誉。在日本经济持续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苦于金融 

危机袭击的情况下，中国在维持亚洲的地区经济、政治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美国近来对华态度的一系列转变，包括克林顿决定提前访华、美国放弃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反华提案以及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协议生效，充分说明了 

美国国会为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努力。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危机把美 

国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四、几点有益的启示 

讨论中，与会者谈到了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人们留下的 一些启示。 

（１）经济政策问题。美国所肖炼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支撑美 

国经济的政策——知识经济。而东南亚各国把东南亚构筑在发展加工贸易和初级 

制成品出口上，“亚洲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和资本的迅速积累，而不是 

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在科技越来越成为经济主导的今天，东南亚各国的这种外 

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一旦需求市场饱和，出口就会受到影响，并且 

由于外贸无法升级，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东南亚各国，包 

括中国必须立足于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依靠发展高科技振兴经济。 

（２）发展模式问题。张蕴岭认为，亚洲各经济体的差别虽然很大，但它们有着 

共同的特点。各国政府把某些特定的工业作为目标，促进有选择的商品出口。它 

们靠的是举债而不是股本，靠的是由人际关系驱动的融资而不是资本市场。这种 

模式更倾向于由中央协调一切活动，而不是非集中化的市场刺激，在形成的各种 

银团发展模式中频频暴露出贪污腐败等严重问题。因此，亚洲各国应当采取措施 

，使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成为有益的借鉴。 



 

（３）货币政策问题。美国所的郑伟民认为，从宏观政策上讲，东南亚金融危机 

是由于各国开放步伐太快、内部机制不健全、政策实施不到位造成的。目前世界 

各国无论愿意与否都被卷入到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环境中，资本在国际的运动加 

快以及世界贸易迅速膨胀都要求政府维持稳定的金融及经济运行机制。东南亚各 

国过多的私人资本投资于非生产部门及增加短期债务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一旦 

危机发生，短期游资迅速撤离，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他同时指出，此次危机固然 

存在生产过剩的现象，但从根本上讲是货币领域的失误，而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危 

机。采取调整资本结构、抑制泡沫经济膨胀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４）发展道路问题。陈宝森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盲目投 

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不能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证明美国模式的绝 

对性。东南亚模式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绝对避免盲目。在解 

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时亚洲各国不应当盲目跟随美国模式，而应根据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 

各国的具体国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