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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我国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国际资本流

动给一国金融经济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对该国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造成了冲击。面对国际资本流动,我国的政策取向是稳定宏观经济, 完

善金融体系改革,控制和治理资本外逃, 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采

取谨慎、务实的态度,有步骤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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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范围内巨额金融资产的积累、各国

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国际资本流

动飞速增长,规模快速扩大,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

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际

资本流动给我国金融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利用国际资

本流动带来的利益,尽可能地防范由国际资本流动引致的风险,推动我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的规模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发展中国家的规模

在不断扩大。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迅速发展

的条件下,我国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投资。据商务部统计, 截止 2004 年

10月底, 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500479 个, 合同外资金额

10621. 2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5552. 51 亿美元。 1- 10月,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5202家,同比增长 7. 66% ,合同外资金额 1189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19% ,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537. 87亿美元,同比增

长23. 47%。目前,全球最大的 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 400多家来华设

立了企业,并且,外商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有 400多家。我国企业走

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对外投资有明显增长。截止 2004 年 10月底,我国

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1095. 7亿美元,合同额 1511. 1亿美元。

1- 10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 130. 1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3% ,新签

合同 186. 6亿美元,同比增长 53% ,截止 2004年 10 月底,我国对外劳

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 298. 6亿美元,合同额 352. 9亿美元,累计派出

各类劳务人员 307. 8万人。1- 10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 27. 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 ,新签合同 26. 8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5% ,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 18. 9 万人,同比增长 22. 4% , 10月末, 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52. 8万人,同比增加 1. 9万人。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经济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跨国 (或地区)的流动,也就是指资本在居

民和非居民之间流动。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

国际贷款三种类型。其中,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企业对

每一个国家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行为;证券投资是指在国际货币市场或

国际证券市场购买短期票据、中长期债券或股票的行为;国际贷款是由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金融机构对每一个国家( 或地区 )的政府、

金融机构、厂商发放的贷款。国际资本流动是各国(或地区) 经济和国

际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对各国( 或地区) 经济和国际经济发展也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方面,国际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使资本在各国之间的转移非常迅速便捷, 为一国灵

活地根据国内需求来利用外国资金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 国际资本

频繁、大规模地进出一国,使一国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于客观经

济变量都受到巨大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在使一国经济可以更好地有效

地利用开放性的有利条件的同时,对经济的稳定及发展也造成了冲击。

1.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在信用

经济中,资本的流动直接带动着商品流动和经

济资源的配置。资本在国际间(或地区间) 的流

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这种

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信贷的提供上,而且还表

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国向逆差国融通资金;另一

方面,带动着经济资源在国与国之间(或地区之

间)的有效配置。国际资本流动就其期限是否

超过一年,可分为中长期资本流动与短期资本

流动。国际中长期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带来的

利益,突出体现在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对

国民收入和国民吸收的跨时期优化。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迅速,并且对

利率、汇率等变量的变动非常敏感,一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

利率、汇率等经济变量, 以引导资本在国际之间的流动,及时满足本国

在短期对资本的需求变动。

2.国际资本流动给金融经济带来的冲击。

(1)对金融体系的冲击。首先,当外国资本以对银行贷款的形式流

入某个国家,即以增加某国银行对外负债的形式流入某国时,该国银行

的外币负债增加,同时通常表现为该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款的外币资

产也发生增加。其次, 当外国资本以直接投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的

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外国厂商或居民需要把外币兑换成本币,即把外

币存款转换为本币存款以用于投资。由于外国厂商或居民兑换本币存

在该国银行,该国银行本币存款的减少或增加彼此抵消, 净增加了外币

存款。由此可见,在外国资本流入的情况下, 该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

会出现扩张。在外国资本流出而没有同时发生外国资本流入的情况

下,该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出现收缩。

由于国际资本流动量的不稳定,国际资本的流动又会导致流入或

流出国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或收缩,所以, 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会对该

国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中长期国际资本流动将会导致债务危机的发

生。对于监管有效、银行体系健全的国家来说, 国际资本流动给金融体

系造成的风险较小。当国际资本流入导致这些国家银行发放贷款时,

他们将根据借方偿还贷款的能力决定贷款的利率,针对可能出现的呆

账保留预备金,避免贷款过分集中在那些对资本流动较为敏感的部门。

这样,当国际资本流动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收缩贷款时,他们可以比

较从容地解决资金调拨问题。对于监管不力, 银行体系不够健全的国

家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将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风险。当国际资本流

入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他们往往盲目扩大银行贷款而且

分配不当,使银行贷款扩展到偿还能力不高的债务人。一旦国际资本

流动发生逆转,这些国家的银行往往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困境,不得不

求助于央行提供资金,造成金融体系的动荡。

(2)对金融市场的冲击。首先,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了外汇市

场和汇率的波动。不论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银行信贷的形式还是采取直

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形式,大部分都涉及货币的兑换,从而对外汇市场

产生影响。其次,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借贷市场和利率的波动。

当国际资本流入时,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货币

供给量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利率的下降。相反, 国际

资本流出导致利率的上升。再次,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股票市场

和股票价格波动。当国际资本以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国时,将刺激

该国股票的需求和引起某国股票价格的上升。当国际资本以卖出股票

的形式流出某国时,将增加该国股票的供给和引起该国股票价格下降。

(3)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和

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出导致银行贷款的减少和货币供给

量的减少。因此,国际资本流入将对国内经济产生扩张性冲击,有可能

引起通货膨胀;国际资本流出将对国内经济产生收缩性冲击,有可能导

致经济停滞。

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有可能对某个

国家造成冲击,使该国产生金融经济的风险。在某个国家宏观经济出

现某些问题时,即使没有严重的问题,该国有可能遭受到外国投机者的

金融投机攻击而爆发金融危机。

三、面对国际资本流动我国的政策选择

加入WTO 以后,使我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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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学 研 合 作 的 类 别 浅 析

p 刘富春  曾宪军

  摘  要:文章从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

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的视角,对产学研合作

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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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近年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

头,出现了各种模式。按其功能可分为: 人才

培养型合作模式、研究开发型合作模式、生产

经营型合作模式。按照合作主体的关系可分

为: 主要由高校自主攻关、生产经营的校内产

学研合作;高校与企业联合攻关、联合建立研

究开发机构合作体, 由学校、企业共同投资的

联合型产学研合作; 高校通过技术入股、技术

服务、技术成果转让方式与企业联姻的校外

产学研合作。从合作教育的层次看, 培养的

有本科生、专科生, 也有研究生, 还有一批成

人高校的学生和继续教育的技术和管理人

员。从合作教育的模式看, 主要有预分配

) ) ) 联合培养式、工读一体式、教学、科研、生
产联合体、生产实践式。从合作教育结合的

程度看,有松散型合作、半紧密型合作、紧密

型合作。从合作教育的组织领导形式看,有

董事会、产学合作委员会、产学研指导委员

会、实习领导小组等。本文重点介绍从产学

研合作的紧密程度、合作时间的长短和合作

范围的大小对其进行分类。

一、根据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来分类

根据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不同, 产学

研合作可以分为直接合作、间接合作和潜在

合作三类。直接合作是指通过科研活动直接

为教学服务, 如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

学方法等; 间接合作是指通过科研活动间接

为教学服务, 如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等;潜在合作是指通过承担并完成国家

科技、经济及军事发展的重大研究项目来提

高学校地位、声誉和知名度, 从而激励校方努

力办好学校,这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会产生

长期的潜在影响。

二、根据产学研合作时间的长短来分类

根据产学研合作时间的长短, 产学研合

作办学可以分为临时性合作、契约型合作和

一体化整合三类。

1.临时性合作。临时性合作方式, 即企

业或政府部门在需要时, 直接到高校或科研

单位聘请教授或科技专家,寻求技术指导和

决策咨询;科技专家根据企业或政府的需求,

以掌握的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为企业或政

府提供咨询、培训、兼职以及项目考察论证等

服务。

这种合作方式一般合作时间短, 按天或

按承担的任务量付给相应报酬,任务完成后,

合作关系即告结束。其优点是企业用人不养

人,企业用较小代价, 就可以获取所需的信

息、技术或成果;同时应聘的科技专家也能从

服务实践中增长才干。其缺点是合作时间

短,稳定性差,应聘的科技专家对承担的事项

只有建议权, 并无决策权, 而且, 合作双方常

以口头约定并不签订合约, 故应聘者对服务

内容的最终效果常不承担风险和责任,若加

上选人不当,或时间过于紧迫,企业也偶有不

满足之感。尽管这种合作方式成效有限, 但

由于合作风险小、代价小、矛盾少,灵活简便,

仍不失为产学研合作初期阶段最普遍、最基

本的方式。从实践看, 政府部门、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从中受益较大。

2.契约型合作方式。契约型合作方式,

即产学研的合作主要是以契约和利益作为合

作的纽带,以共同投资、共建实体为基础, 通

过明确规定结合双方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稳

化的大潮中, 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面对国际资本流动,

我国的政策取向应该是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利益,尽可能地

防范和化解国际资本流动引致的风险。

1.稳定宏观经济。尽可能地消灭财政赤字,避免以通货膨胀的方式

来弥补财政赤字。从我国的经济能力和偿债能力出发,对运用发放债券

来弥补赤字的方式要谨慎, 要完善货币政策体系,逐步建立稳定、开放、

宏观调控的金融制度,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存款准备

金等工具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贴现率,进而影响和控制货币的供应

量。

2.完善金融体系改革。首先,加强对国内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银行的

监管。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应当以风险监管为核心,以预防性管理、存款

保险制度和紧急救援行动三位一体,防范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民族金融业

的冲击。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权

责分明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进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改革,使国有商业银行尽快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

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商业银行。再次,加快利率和汇率体制的改革,

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建设,实现合理的

汇率水平。

3.控制和治理资本外逃。要根据资本外逃的途径如携带外币出境、

虚报进口单据、内部价格转移、进出口走私、平行贷款等, 严格有关制度,

加强检查。治理资本外逃的根本措施,应该是大力调整法律和经济利益

关系,积极推进整体上的经济改革,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及时

调整相关的宏观政策。

4.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在一般情况下, 运用

征收赋税的方法适当控制短期资本流动。在投机风潮已经形成的情况

下,则应凭借实力进行逆向反投机。

5.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有步骤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1996 年我

国提前完成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加入 WTO,使我国部分资本账户

实际开放,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模式上,我国应采取中间模式,即资本账户

开放是整个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 不固定地遵循某一种严

格的先后顺序,资本账户不同部分采取不同的开放时间,并且伴随着经

常账户和国内金融部门的自由化特征进行,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在开

放步骤上,先放宽对长期资本流动的限制, 再放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的限制。就长期资本流动而言,先放宽对直接投资的限制, 再放宽对长

期贷款的限制;就直接投资而言,先放宽对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 再放宽

对直接投资流出的限制。先放开风险较小的项目,再放开风险较大的项

目。

参考文献:

1.王国刚.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2.姜波克.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3.姜波克,朱云高.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

架.国际金融研究, 2004( 4)

(作者李贵荣系厦门大学金融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山西财经大学运

城学院副院长;张治端为山西省图书大厦总经理)

(责编:小青)

)65)

5经济师62005年第 7期                            p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