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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全球金融结构力量的变革


岳　华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２００８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而且是美元—华尔街体制下金融结构
力量变革的分水岭。影响金融结构力量变革的因素包括霸权思想的盛行、金融资本的集中分配、信用

评级机构的角色担当以及全球化媒体的舆论监督等。历来全球金融结构力量的较量都发生在美欧之

间，但此次危机却给了新兴市场国家强大起来的机会。自此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欧元虽“叫

板”于美元却在经受着欧债危机的考验，唯新兴市场国家凭借较快的经济增长，在构建国际金融秩序的谈

判中赢得了更多话语权。中国应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争取在国际金融力量的变革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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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２００７ＦＪＢ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是英国著名的女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曾在英国皇家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就

读，毕业后任《经济学家》、《观察家》的编辑和记者，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并先后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顾问、

美国国际研究学会会长等要职。１９７０年，她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了《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文，最早提出要从政治
与经济的互动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观点，强调改革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借鉴发展经济

学、经济史等学科的成果，避免用数量化的模型来简单解释并武断地预测复杂的国际事务。

　　每一次危机或者战争，都会塑造新的国际金融格局。在追求和平的当今世界战争已远，但危机却
频发。危机之后常会出现某个金融帝国的衰落、另一个金融大国的崛起或一类国家金融力量的上升，

导致全球金融控制权发生长期改变。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国力量的博弈已经从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全

面转入金融领域，谁拥有了金融的控制权，谁就会居于强势地位。萨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列举了西方文明拥有的压倒性优势的１４个方面，其中３个方面涉及到金
融，即第一个方面“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第二个方面“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以及第五个方

面“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萨缪尔·亨廷顿，２００２：７５）。全球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后，吸收了大量的资本
参与其中，从金本位制到现行的牙买加体系，国际金融力量始终在国家关系转变，以及在全球和区域管

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金融霸权对于美国霸权体系最终形成和维持功不可没，然而２００８年
肇始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至今仍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新

兴市场国家虽受连累但平衡权力关系的力量却壮大了。目前美国作为霸主或者世界领导者的声誉正

在受到质疑，全球金融体系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都需要进行重新谈判。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国

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前全球金融结构力量的变化及其影响。

一　金融结构力量的内涵及其变革的理论背景

所谓结构力量，是指各国有意无意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各领域的约定

俗成和通行惯例，以及具体实践中被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内容。金融结构力量更强调社会活动的背景，

它表面看似无国界且主导全球各国的行为，实际上却更依赖于各国的政策调整，并由此增强了国家间

实力的不均衡。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苏珊·斯特兰奇认为：金融结构是一个中途结

构，它是部分全球体系和部分国内体系杂交的产物。①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基本上是全球性的，而行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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