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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债权状况分析 

尽管美国银行业更为重要的市场在发达国家与地区，但发展中国家业务日益成为美国银行海外业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１、 介入前的分析与评估 

美国银行在介入发展中国家业务之前，一般都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由于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复杂必

性，对政治因素的评估便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各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重要领导人是否会更替，是

否导致政权更迭等均会影响评估的结果。此外，与邻国的关系，有无受到他国入侵的可能，有无边界

争端与战争等，也是影响美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重要考虑因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成为美资银行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而言，财政赤字较大，而财政政策

宽松，意味着消费与投资支出膨胀，不利于出口，贷款风险相对较大。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起相反的

作用。因此在实践中，美资银行在对发生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安排债务或援助时，往往以发展

中国家实行紧缩政策为条件。在货币政策方面，一般认为，紧缩货币供给，可降低通货膨胀；实行有

利于储蓄与投资的利率政策则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些均有利于债务的偿还。因此实行这类政策

的国家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贷款。此外，实行货币贬值，汇率下降的政策有利于出口增长与外债的偿

还。实行此类政策的国家相对容易获得贷款。但此方面未必存在一定之规。 

在经济状况方面，一般而言，那些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为外资提供国民待遇，并实行保护利润的自由

汇出等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认为是贷款风险较小的国家，相对而言更容

易获得美资银行贷款；产品具有出口竞争能力，能够出口创汇的国家相对容易得到贷款。反之，则难

以得到贷款。更多地依靠内部储蓄，适当借助外债的国家相对容易得到贷款，而外债过高的国家则难

以得到贷款。持续性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难以获得贷款。 

影响美资银行判断的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如债务对出口额的比率，债务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到期

支付债务额对出口额的比率，支付利息对出口额的比率等。上述各项中，比率高则风险大。此外，外

汇储备也是重要指标，外汇储备多则风险相对较小。 

当然，上述因素实际上仅是评估与分析资金运作环境时遵循的原则与框架。面临具体项目时则具体分

析。 

２、美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债权分布状况 

  债权分布状况是反映美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业务状况的重要方面。１９９９年美国银行及其国外

机构持有的对外国或地区的债权额为９４５５亿美元，其中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为３１４

亿美元，对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额１４９４亿美元，两者之合约占债权总额的１

９％。而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及２００２年３月的数据表明，美国银行及其国外



机构对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债权额分别１７４４亿美元，

２３０６亿美元，及２２３４亿美元，分别约占对外债权总额的１７％，２５％，及２８％。 上述数

据说明，发展中国家是美国银行业的重要市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对美国银行业的正常运行

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债权额本身具有波动性，但总体而言，在美国银行业对发展中国家业务中，拉美地区一直是其最

重要市场，其次是亚洲，对非洲的业务相对较少。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在对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

员的债权中，对拉美、亚洲、及非洲债权额１９９９年分别为８７１亿美元，５９６亿美元，及２８

亿美元；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分别为８４２亿美元，５９１亿美元，及２１亿美元；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分别为１３５６亿美元，６５６亿美元，及２０亿美元；到２００２年３月，美国银行及其境外机构

对拉美、亚洲、及非洲三地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分别为１２５４亿美元，６８４亿美元，

及２０亿美元 。 

对拉美的债权额较多显然与美国同拉美国家的特殊关系有关，也同美资银行在处理债务危机时对债务

的重新安排有关。即使如此，也可看出经济发达与否与债权额分布的关系。美国银行对拉美的债权额

主要集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其中墨西哥作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

格外引人注目。美国银行１９９８年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７５０亿美元，约占对拉美非石油输出国组

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８７％；１９９９年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７７０亿美元，约占对拉美非石油输出国

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８８％；２００２年３月对此四国的债权额为１１３６亿美元，约占对拉美拉美

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９０％ 。 

在对亚洲的债权额中，由于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作为离岸银行中心而未被列入，因此对韩国和中国台湾

的债权额显得更为突出。美国银行１９９９年对两地的债权额为２７２亿美元，约占对亚洲非石油输

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４６％；２００２年３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５０亿美元，约占对亚洲非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的５１％ 。对非洲的债权额一直较低，主要集于埃及、摩洛哥等。这显

然与非洲大陆经济普遍落后有关 。 

美国银行及其国外机构持有的对外国或地区的债权中，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作为一个单项值得注

意。１９９８年美国银行及其国外机构持有的对非石油输出国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债权额中，对拉美、

亚洲、及非洲的债权额分别为８５８亿美元，５４９亿美元，及２８亿美元，而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

权额则达９３９亿美元，超过对任何一洲的债权额。１９９９年对拉美的债权额超过对离岸银行中心

的债权额。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及２００１年１２的数据也是如此。２００２年３月的数据则显示对亚

洲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债权额也超过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 。在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中，

从１９９０年代末开始，香港和新加坡的债权额名列前茅。１９９９年对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１１亿美

元，约占对离岸银行中心的债权额的５２％；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３９亿美元，

约占对离岸银行中心债权额的４４％；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３４４亿美元，约占对

离岸银行中心债权额的４７％；２００２年３月对此两地的债权额为２９２亿美元，约占对离岸银行

中心债权额的５２％ 。 

３，对债权分布状况的简单分析  

尽管债权额不能代表一切，但却能反映美国银行业务的重要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美资银行所能

提供的主要是资金，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额不仅说明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状况，且能够从某

些方面反映出美资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判定与评估。 

首先，对于银行业而言，经济发展状况同样与市场大小呈正相关。美国银行债权额分布状况表明，美

资银行的主要市场仍然集于主要发达国家。这不仅与经济发展对银行业的需求有关，且与当地经济秩

序有关。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资金，但其社会环境的复杂与秩序方面的不足，影响了美资银行对

其业务的开拓。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状况同样与银行业的市场状况有关。上述数据表明，美国

银行的债权额分布与当地经济发达与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对拉美债权所占比重较大。这虽然

与美国同拉美国家间的特殊关系有关，但在拉美国家内部，美国银行的债权额分布也明显与经济发达

与否有关。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债权额分布，则更显示出经济发达与否对银行业市场的重要

影响。这一地区，美国银行对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债权额超出对其它地区的债权额。 

再次，由于银行资本的运营相对灵活便利，其业务本身不直接涉及固定资产与实物的大量运行等原

因，使得离岸中心能够起较大的作用。对于美国银行而言，离岸中心可视为进行资金运营的良港。对



 

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离岸中心可在为外资提供运营条件的同时，也为探索解决本国资金问题的途径提

供了某种条件。但对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离岸中心往往与本国经济有一定的脱节，因此离岸

中心虽然对美资银行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否代表一国的资本市场状况则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如此，

离岸中心的银行业市场同样与当地经济发达与否相关。在美国银行对离岸中心的业务中，对香港与新

加坡的债权额明显领先也可作为例证之一。 

最后，美资银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业务，特别是在离岸中心的业务，往往以对方接受美国所

接受的国际规则与惯例为条件。因此不能仅以业务量的大小判定该地区市场发达与否。此外，尽管从

宏观上分析，经济状况发达与否同银行业市场容量呈正相关的关系，但在对具体国家与地区市场进行

排序时则应谨慎。有时甚至有必要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