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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祝贺“第二届国际金融青年论坛”召开　　很高兴我们和“国际金融青年论坛”年轻的专家
学者再次相聚。
本次会议由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主办，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承办，但本次论坛主要由社科院金融所具体负责和组织。
社科院李扬副院长亲自选定了黄山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亲自选定了本届论坛的主题“对于全球金融
危机的理论思考”，并组织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对所有论文做了初选，又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初选的基
础上进行了复选，最终决定了获奖的论文。
谨此，对李扬副院长为此次会议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借此机会对参加论文评选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张礼卿教授、北京师范大
学贺力平教授、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王国刚教授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支持和参加会务工作的中国进出口银行、黄山市市委、社科院金融所、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
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个论坛是我们青年学者自己的论坛，与会代表是通过论文评选产生的，因此，也谨对获奖作者和参
会代表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此我也向新闻媒体表示感谢，《金融时报》、《第一财经》、新浪网、《金融评论》、《国际金融
研究》都是我们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希望把获奖的文章浓缩成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把文章的观点和结论在报纸上鲜明地表达出来
，让优秀年轻学者的思想和想法得到快速传播。
目前获奖青年学者的影响还小，我们希望传媒界加大对青年学者的关爱和宣传。
　　2008年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福州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国际金融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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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视角的对外资产与负债——方法论的重新表述、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与商业银行绩效：来自
美国的经验、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
——本轮危机与既往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商业银行海外子银行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言”、“行”、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与宏观经济绩效、外汇市场压力、外汇市场干预与冲销—
—中国外汇市场干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信息含量：金融研究的新视角、中国分省信
贷配置与投资关系中的“门槛效应”问题、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论探索等一些论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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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代序）一等奖全球视角的对外资产与负债——方法论的重新表述金融衍生品交
易行为与商业银行绩效：来自美国的经验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本轮危机与既往金融危机的比较
分析商业银行海外子银行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言”、“行”、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
性与宏观经济绩效外汇市场压力、外汇市场干预与冲销——中国外汇市场干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金融
资产价格的信息含量：金融研究的新视角中国分省信贷配置与投资关系中的“门槛效应”问题对全球
金融危机的理论探索优秀奖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及启示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自我
膨胀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基于“稳定”视角的东亚汇率合作制度选择经济衰退阶段银行
资本监管的一种新框架——优先股资本化资产收益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代理效应还是通胀幻
觉?金融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性研究基于混沌分析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实证研究巴塞尔
新资本协议的顺周期性及改进——一个文献综述对次贷危机的货币角度解释资产价格波动如何影响实
体经济波动?——金融危机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对AIG危机深层原因的探讨全球化下的商品价格与汇
率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货币政策利率规则再思考——基于函数系数工具变量模型的实证分析金融危
机与货币政策：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兼论货币区的“三元悖论”之解美国经常账户失衡：表现、理
论与政策——兼驳伯南克“世界储蓄过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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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全球失衡之重：美国经常账户失衡　　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开始引起世人更多关注是与“全
球失衡”这一概念的出现相伴随的，而后者最早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①。
拉托指出，全球失衡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
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
拉托还进一步明确表示：当前全球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
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②。
显然，所谓全球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东亚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经常项目交易失衡。
　　2006年4月21日，G7会议一反常态地发表了足足两页的声明——第二页全部是关于全球失衡的内
容；随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相继发表了非常严厉的警告——鉴于全球失
衡主要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三个组织都认为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世界各国立即行
动加以解决的地步，否则将发生美元崩溃等灾难性的后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直截了当地声明：“为了妥善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再次平衡不同国家之间的需求
，并进行中期汇率调整。
美元应从目前水平上大幅贬值，而一部分亚洲国家和产油国等贸易顺差国家货币则需要进一步升值。
”④G7更是在其声明中特别指出，“中国应赋予汇率更大弹性使人民币升值，同时应加强内需，减轻
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依赖”⑤。
　　那么，美国经常账户又是何时开始失衡的呢？
　　（二）1971年：逆差的起点　　众所周知，无论在理论研究抑或政策、实践上，1971年都是国际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分水岭，许多改变历史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
同样，对于“二战”后一直如日中天的美国经济与贸易来说，货物贸易与经常账户在1971年第一次出
现了逆差；随后几年，略经反复，其大势难挡，一路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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