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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货币性不平衡 货币性不平衡，是指一定汇率水平下国内货币成本与一般物价上升
而引起出口货物价格相对高昂、进口货物价格相对便宜，从而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
在这里，国内货币成本与一般物价上升的原因被认为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分增加，因此，究其根源，国
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是货币性的。
货币性失衡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中期的或长期的。
 4.周期性不平衡 周期性不平衡是指一国经济周期波动所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
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期时，社会总需求下降，进口需求也相应下降，国际收支发生盈余。
反之，如果一国经济处于扩张和繁荣时期，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旺盛，对进口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国
际收支便出现逆差。
周期性不平衡在二战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在战后，由于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消费相对稳定，经济衰退期间出口下降，国际收支的表现经常出
现扭曲。
比如，1981～1982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衰退期普遍伴有巨额国际收支逆差。
再比如，美国在1990～1992年衰退期中，就伴有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日本当时还没有进入衰退期）。
 5.收入性不平衡 收人性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统称一国国民收入相对快速增长而导致进口
需求的增长超过出口增长所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
国民收入相对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周期性的、货币性的，或经济处在高速增长阶段所
引起的。
 与收人性不平衡有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储蓄倾向差异引起的不平衡。
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消费水平增长的前提下，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容易产生国际收支逆差，而储蓄率较高
的国家容易产生国际收支顺差。
较高的经济增长需要较多的投资，较高的消费会造成较大的需求，这些都会引起资本和商品进口的较
快增长，从而有助于形成国际收支逆差。
 6.预期性不平衡 预期因素从实物流量和金融流量两方面对国际收支产生重要影响。
从实物角度而言，当预期一国经济将快速增长时，本国居民和外国投资者都会增加在本国的实物投资
；当本国的资本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时，投资就通过进口资本品来实现，出现资本品进口的增加和经
常账户的逆差。
从金融角度而言，一方面，经常账户的逆差要由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来融资；另一方面，在资金自
由流动的情况下，对本国经济增长和证券价格上升的预期会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本国的证券市场
，带来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
 7.币值扭曲 币值扭曲是指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名义比价持续背离了与外国货币的实际比价，从而造
成本国商品实际价格持续较高进而导致出口持续相对下降、进口持续相对增加和国际收支逆差，或者
造成本国商品实际价格持续较低进而导致出日持续相对增加、进口持续相对减少和国际收支顺差。
币值扭曲通常是由僵硬的汇率政策和汇率制度引起的。
当本国和外国的基本经济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而汇率水平因僵硬的汇率制度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时，币值扭曲就会发生。
因此，币值扭曲一般具有长期性。
在政府力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对汇率进行人为干预时也可能会导致币值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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