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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演变, 比较泰菲危机爆发的不同根

源。通过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对两国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 两国政府对危机爆发的不同认识, 从而采

取形式各异的应对、改革与调整措施, 得出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作用是迥

然不同的, 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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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有些学者将东亚模

式的概念定义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对科学技术、研

究开发的高投资、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

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注重

公平增长、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似乎东亚各国

经济在过去 20 年获得的快速发展都源于同样的

原因, 具有同样的特点 (L im , 1998)。中国的很多

经济学家则将东亚模式的概念定义为东亚国家对

经济的强政府干预、成功的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

战略、重视教育和与儒教道德规范相关联的高储

蓄倾向与高投资率。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一夜之间更改了东亚模式

概念的内涵。东亚模式的概念已被定义为“裙带资

本主义”(克鲁格曼, 1999)、“国家发展与国家垄

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

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K rug2
m an, 1998; St ig litz, 1998)、“经济基础脆弱”的综

合 体 (M ck innon and P ill, 1998; R adelet and

Sach s, 1998)。

然而, 越来越多的亚洲学者并不赞成使用单

一东亚模式的概念。他们更多使用的是多样化东

亚模式的概念, 并用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

济体 (F irst2t ier AN IES) 和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

业化经济体 (Second2t ier AN IES) 以及东亚虎

(East A sian t igers)或东南亚虎 (Sou theast A sian

t igers) 的概念替代东亚模式 (或东亚经济发展模

式)的概念 (Jomo, 1997)。是否存在单一的东亚模

式, 本文以泰国和菲律宾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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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的

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外部平

衡和经济发展四个方面衡量和比较 20 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特点①。

表 1 泰国、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特点比较

泰国 菲律宾

经济
增长

　　与国内高资本
投资和高储蓄率相
适应的较高的经济
增长率。

　　经济年平均增
长率较低并伴随着
“高涨 - 崩溃”经济
循环特点。较低的国
内储蓄率和低生产
率决定了低投资率。

经济结
构变化

　　注重各经济部
门之间的平衡发展。
在促进进口替代工
业发展的同时, 注重
农业部门的发展, 并
一直是亚洲的重要
大米出口国。

　　各经济部门之
间的发展很不平衡。
土地所有权分配极
其不公致使农业发
展迟缓。由于市场需
求疲软, 工业发展长
期处于停滞的状态,
尤以制造业部门为
最甚。

外部平衡 　　高度重视宏观
经济稳定与控制通
货膨胀。

　　过分重视进口
替代工业的发展。宏
观经济经常处于不
稳定状态。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较
低的分配不公平带
动了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滞缓
使贫困问题更为严
重。同时, 收入的不
公平进一步扩大。

　　资料来源: 参见世界银行《1991 年经济发展趋势》第
452、521 页;《1991 年经济发展趋势》,《1995 年世界银行
报告》,《1996 年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经济奇迹- 经济增
长与公共政策》; 亚洲银行《1991 年亚洲发展展望》; 泰国
银行《每月公报》1997 年 9 月、1998 年 3 月; 菲律宾国家统
计局、中央银行。

政府在泰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

积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70 年代之前, 在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影

响下, 泰国政府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尽管世界

银行早在 50 年代便鼓励私人积极参与经济增长

与发展过程, 国家官僚阶层与军界人士一直是参

与泰国经济市场的主体。与菲律宾相比, 泰国经济

发展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农业作为工业发展

的基础。进口替代工业从未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目标, 总是从属于以农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

战略与政策。由于 60 年代与 70 年代新开垦的农

业用地丰裕, 泰国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

执行以出口带动的农业增长战略与政策。这种以

农产品出口为主、进口替代工业为辅的综合性经

济增长战略与政策是符合泰国国情的。

泰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还表现在建立一些

有效的经济体制。从 1961 年始, 泰政府便制定出

很多较为符合本国客观实际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

展计划 (N ESD P)。泰国政府非常强调货币的稳定

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 以便利农产品的出口, 换

取进口设备技术和经验, 促进进口替代工业的发

展。这“两个稳定”目标的实现不仅使泰国的出口

商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性, 也为经济快

速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 保持国内低通货膨胀率

最终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泰国亦曾

经历过短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 甚至在 80 年代之

前爆发过金融危机, 然而, 在采取一些措施如银行

改革、经济调整和加强银行规章制度之后便很快

渡过了难关。这些改革反过来加强了国家参与经

济的主动性和干预经济的力度。

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离不开其独特的

历史与文化背景。在经历了 350 年的西班牙和美

国的殖民统治后, 菲律宾在 1946 年获得了美国所

恩赐的独立, 同时, 与美国签订了长达 28 年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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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发展水平不同,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模式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区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

应包括以下各项有关宏观与微观经济指标: (1) 反映经济增长的

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 P。(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

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业在GN P 中的比重上升和

农业比重的降低, 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 以及制造业、信息产

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 (3) 反映一国与

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主

要有: 一国 GD P 中的外贸依存度; 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 外部

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 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汇率偏向度, 货币

自由兑换度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果实是被外国人所攫取, 还是

掌握在本国人手里并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指标, 如人均预期

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

程度等。



于菲律宾主权的《美菲总关系条约》和不平等的经

济贸易协定《美菲关于菲律宾独立后过渡期中的

贸易和有关事项的协定》(简称贝尔贸易法)。这些

不平等条约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注入深刻的影

响并使菲律宾与亚洲邻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大了。

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影

响及压力下, 菲律宾从 50 年代初期便开始工业化

进程, 发展以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 以及必需品进

口替代工业。菲律宾工业化的目的是为满足美国

市场对菲律宾资源的需要, 并用“本地制造”制成

品取代进口商品。宏观经济政策表现为对高估货

币的偏好, 自由运用高关税壁垒保护“幼稚工业”。

由于根据美菲不平等条约, 美国人在菲律宾享有

“美国人第一”的特权, 使得菲律宾的大部分“本地

制造”进口替代品实际上都是由美国公司所生产。

在将近 30 年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 菲律

宾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但因受到世界市场需

求的影响, 凸现出“增长- 危机- 停滞- 复苏”资

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特征。此外, 少数特权阶层享有

经济增长的好处, 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极其贫

穷。

1974 年美菲不平等条约的终结为菲律宾人

控制自己的经济主权提供了前提条件。70 年代

菲律宾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参与并通过颁布军事

管制法令有效地将权力集中在少数政治领导人手

中。在马科斯的“借外债带动增长”发展战略的驱

动下, 菲律宾国内总投资额急剧上升, 带动了

1973 至 1980 年期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 这

种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由于大部分贷款投

资于效益极差的重工业、非生产性的豪华旅馆和

所谓的“绿色革命”得不到回收而成为呆账和坏

账。最终于 80 年代中期爆发了债务危机、经济衰

退与政治危机, 使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倒退了整整

十年。

分析菲律宾经济计划、方案和政策的执行情

况, 可以明了菲政府在经济干预和管理方面的失

败, 这是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区别于泰国模

式的主要原因。与泰国不同, 菲律宾政府经常无法

兑现精心设计的各项社会经济计划所规定的目

标。有些改革方案甚至比其亚洲邻国更为激进, 如

土改方案, 但是这些方案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极少

产生社会效果。

三、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的逆向

转变与危机爆发原因剖析

　　 (一)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逆向转变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初, 泰国与菲律宾的

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某些特点开始了逆向转变。泰

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原有的“自主的外联内扩、综

合性平衡发展”朝向“依赖性、外向型、不平衡发

展”逆转。菲律宾模式的变化则表现在由“低增长、

内向型、部门经济不平衡发展”朝向“适度增长、外

向型、综合平衡”方向转变。

直至 1996 年, 危机爆发的前一年, 泰国经济

发展模式的某些特点已经发生了如下变化:

11 泰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储蓄,

而不是内部储蓄。泰国 GD P 年平均增长率从

1975 至 1984 年间的 6. 6 % 增至 1985 至 1995 年

的 9. 8%。但是, 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建立在高

资本投资的基础之上。其中大部分来自外国储蓄。

根据官方资料统计, 泰国的投资占 GD P 比重在

1992 至 1996 年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间年均

高达 40. 7%。外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增长。仅 1988

年, 外国直接投资便增长了 10 倍。80 年代最后三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相当于过去 30 年外资

流入总额。外资年流入额从 1980 年的 1. 9 亿美元

增至 1988 年的 11. 5 亿美元, 直至亚洲经济危机

爆发前的 90 年代的大部分年份, 外国直接投资流

入额都在 20 亿美元以上 (W o rld Bank, 1996)。

21 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并产生泡沫经济。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大量的资本涌入零件制造业、房地

产和股票市场, 导致生产部门不平衡增长和产生

泡沫经济。此外, 外国储蓄的轻易获得使政府放弃

了 80 年代初期提出的发展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

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进行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的

努力。

31 贸易不平衡和外债大幅增加使泰国政府

的财政赤字日增, 泰国政府被迫放弃强调经济稳

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前几年私人可以不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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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担保向外借款, 1997 年第三季度的私人外债总

额遽升 922. 63 亿美元。1997 年年中, 泰国的短期

债务占债务总额比重和短期债务占储蓄比重分别

达到 46% 和 107% (W o rld Bank, 1998)。

与泰国相比, 从 90 年代开始, 菲律宾经济发

展模式亦缓慢地朝优化的方向转变。显示出一些

与之相反的特征: (1) 菲律宾的 GD P 和人均 GN P

经过很多年份的负增长从 1994 年开始出现了中

速的增长 (N EDA , 1995)。 (2) 宏观经济统计从不

平衡转向相对平衡, 具体表现在国际收支情况有

所 提高和债务得到控制 (Bangko Sen tra l ng

P ilip ino s, 1996)。 (3) 出口增长率、贸易依存率和

外资依存率等指标表明菲律宾工业化的方向已经

逐步从“中度内向”朝向“中度外向”转变 (世界银

行, 1987)。(4)因有效采取“追赶”战略之后证券投

资额的大幅持续地增长, 使菲律宾成为亚洲地区较

为繁荣的证券市场之一。

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得益于 1987 年

以来在世界银行的监督之下进行的经济结构改

革, 使得菲律宾经济逐渐从无效益的政府干预和

保护体制中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无

效益、落后的出口工业有利的贸易垄断。促进菲律

宾模式转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菲美特殊经济关系

的终结, 迫使菲律宾经济直接面对来自区域内外

的竞争。菲政府承诺执行世贸组织的条约, 一方面

为菲律宾的物品和劳务开辟了新的市场, 另一方

面给国内工业制造业带来了竞争。此外, 对世界市

场竞争意识的加强, 有助于菲政府采取一些有效

政策, 诸如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经济。这些

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出口工业的持续增长并带来了一

系列的变化, 推动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

(二)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危机爆发的不同根源

虽然西方学者和泰国当地学者对危机的根源

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得到泰国官方和大部分学

者认同的泰国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1 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

失败。泰国的制造业结构, 尤其是资本货物和其他

生产性投入极度依赖外国进口, 使经常账户的赤

字扩大。80 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是在未做适当准备和有效监督条件下进行的, 导

致大量资本流入非生产性部门, 对泰国经济产生

了严重危害。21 国际竞争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提

高。尤其表现在运用技术和熟练劳工方面以致泰

国经济结构薄弱, 出口部门不景气。31 外汇交易

体制缺乏灵活性。在这种体制之下, 投资者较少注

意交易风险。同时, 泰铢没有反映国家的实际经济

情况, 又对出口部门产生负面影响。当泰铢遭到投

机攻击时, 泰国银行投入外汇储备稳定泰铢, 这种

行为掩盖了泰国的经济问题。41 经济与政治高度

集中, 地方政府权力有限, 其结果是发展计划的贯

彻低效率和不负责任。同时, 现有的官僚机构不能

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飞速变化, 公共部门效率低下。

虽然菲律宾金融部门避免爆发混乱与危机,

但是, 菲律宾政府和学术界也认为, 除了危机的传

递机制在发生作用之外, 至少有三个因素决定菲

律宾经济在此次危机中受害不浅。

首先是不适当的外汇汇率政策。菲律宾中央

银行实际上偏爱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 认为有利

于国内公司和银行向外借款。中央银行在危机初

期保护比索的做法则加强了这种观点。

其次为滞后的公司管理制度。虽然就数目和

资产而言, 菲律宾的大公司群体是在 90 年代得到

大规模的发展, 但是, 由于现有的管理手段并没有

为业主和管理人员提供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 很

多菲律宾公司几乎没有优质的公司管理经验。

最后是银行缺乏充分的监督机制。菲律宾银

行体系在 90 年代相对健康, 因为弱势银行在 80

年代中期爆发的国际收支危机中已被淘汰。可是,

由于金融部门向非正规化发展, 新的金融结构与

银行进入金融银行业系统加剧了该行业之间的竞

争。这种情况又使银行监督体制相对滞后。

四、危机过后泰国与菲律宾的

经济改革与调整

　　 (一)主要金融改革措施与政策调整

泰币巨幅贬值使泰国经济陷于瘫痪。很多银

行和金融公司破产, 更多大财团和公司陷于债务

之中而被迫关闭。泰国政府不得不根据贷款条件

采取激烈的改革措施, 藉以得到世界银行牵头的

·05·　期01第年1002　3济经界世

　　亚洲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转变的催化剂——对泰国与菲律宾的案例研究



170. 2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缓和其货币与金融危

机。同时, 出台了一系列更为优惠的吸引外商投资

的政策。

菲律宾货币尽管也遭到投资者的狙击, 但是

由于 80 年代中期至今的改革提高了银行的贷款

质量, 使银行和保险业系统逃脱了一场类似的灾

难性制度危机。鉴此, 菲政府认为, 菲律宾“只是遭

受危机的影响”, 或是“危机传递机制的牺牲者”,

不必要进行剧烈的改革。不过, 菲律宾政府在危机

期间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 采

取了很多灵活的货币政策和其他一些重要预防措

施, 以防止亚洲危机深化对菲律宾带来更大的损

失。表 2 比较两国在危机之后采取的主要改革、缓

解与调整措施。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计划的调整

亚洲经济危机对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发展走向

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已修订的泰国八·五经济计划 (1997- 2001

年)清晰地表明了危机之后泰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重组计划和政策的转变。重点如下: 11 通过

取得适度的宏观经济和投资目标, 强调经济稳定。

21 加速进行国民经济重组计划, 重视发展自足村

社经济和面向出口生产并提高竞争力。31 加速调

整管理制度, 包括官僚政治改革、行政机构的授

权、私有化和发展伙伴的参与。已修订的计划更为

重视不同经济部门生产过程中, 尤其是农业与服

务业部门的自力更生, 并制定了为促进持续农业

增长的具体操作指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将发展

农业技术加工等新理论付诸实施, 为占有有限土

地和劳动的小农提供农业技术 (C risp in, 2001)。

与泰国的情况相反, 菲律宾政界并未从经济

危机中吸取任何改革的动力。很多菲律宾学者认

为政府沉湎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不够的。尽管

1997 年菲律宾金融体制较少受到亚洲危机传染

机制的影响, 但并非表明菲律宾经济要比其他国

家健康, 菲律宾更需要的是改革和结构调整。早在

危机爆发之前, 菲律宾经济结构的弱点和脆弱性

便已暴露。然而, 官方认为, 菲律宾仅仅是亚洲危

机传染机制的受害者而不必出台任何新的改革方

案, 菲律宾应该做的是, 继续贯彻执行 90 年代初

期遭国会搁置的尚未完成的全面改革方案。主要

为: 11 公共部门私有化方案包括菲律宾国家银行

的私有化; 21 电力部门改革, 包括国家电力公司

的私有化; 31 资本市场改革, 主要是两项未通过

的重大提案, 其中一项为有关证券交易提案, 另一

项为投资公司修改提案。

在与一些菲律宾重要政界与学术界人士的交

谈中得知, 菲律宾国会两院是菲重要的决策机构,

而它们对菲律宾的改革和革新却起了一种阻碍作

用。使菲律宾改革陷于僵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前

任总统与国会之间缺乏合作。很多例子表明, 政府

的一些改革计划似乎已被国会通过, 实际上却永

远不能兑现。比如, 作为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政府

部门电力改革方案, 因涉及部分参议员的既得利

益, 已被参议院分为三个提案。第一个提案已被通

过, 不过, 该项改革方案必须等到另外两个提案都

被通过方能生效。而另两个提案的通过则须经过

参议院旷日持久的辩论。据菲国家发展研究所所

长马里奥·兰伯特博士预测, 政府的电力改革方

案实际上已被判处死刑。

在前任总统埃斯特拉达执政期间, 菲律宾制

定了新的六年经济发展计划 (1999- 2004 年) 和

21 世纪发展远景计划。然而, 很多菲律宾学者, 甚

至高级政府官员均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 由

于埃斯特拉达政府和其内阁并没有任何清晰的政

策, 这两项计划都没有反映任何切合实际和可行

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

菲律宾国家政权的移交满足了国内中上层人

士对政府优质管理的要求, 可是, 并不一定能够排

除改革的阻力, 打破改革的僵局。新上任的总统马

卡帕加尔·阿罗约仍然面对堆积如山的难题, 尤

为棘手的是恶性贫困循环、国家的巨额赤字, 以及

如何处理政府与各种反政府势力的关系等等。尽

管阿罗约总统明确指示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对

菲律宾六年发展计划进行修订, 但是, 新政府不可

能在其执政期间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使之在经济

上取得突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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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泰国与菲律宾金融政策调整、银行业改革措施的比较

类别 泰国 日期 菲律宾 日期

货币规则 　　中央银行在执行几个月的保护泰铢
政策后, 放弃了长期执行的外汇钉住政
策, 改为浮动汇率, 货币大幅贬值。

1997. 6. 2 　　中央银行在执行四天的保护比索政
策后, 放弃了长期执行的外汇钉住政
策, 改为浮动汇率, 货币大幅贬值。

1997. 6. 11

国内投资
政策变化

·有关投资署已批准的鼓励投资项目仍
然允许外资拥有大部分股份。
·符合鼓励投资条件的部门和公司允许
外资拥有大部分股份, 尚未得到投资署
批准, 但被认定是投资署鼓励投资的外
资公司同样允许拥有大部分股份。
·截至 1999 年年底, 投资署规定, 在第
一区和第二区进行新投资的外资股份限
制可以暂时提高。
·金融公司的外资比重从 25% 上升至
49% , 但此项限制在 10 年后取消。
·根据B. E. 2544 号小型投资金融公司
法案, 重新构筑小型投资金融公司。
·金融重组计划。

1997. 12

1998. 5

1998. 11

1998. 12

1999. 8

1998. 8

·外资分行的外资所有权从以前的
40% 提高到 51% 。有担保的持股可以
超过该比重。
·允许外资银行购买国内银行 100% 的
股份。所持股份将在今后 10 年内降至
70%。
·对外开放零售业法令生效。在对外国
大投资者开放投资菲零售业的同时, 政
府为本国小型零售商提供保护措施。
·继续推行菲律宾国家银行私有化方
案, 将政府持有的剩余股份出售给私人
投资者。

未详

1999. 7

2000. 3

2000. 7

金融银行
业改革调
整企业债
务重组

·16 家金融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30
天, 以制定出合并计划或关闭。
·泰政府承诺清理 42 家金融公司, 停
止抢救破产的金融公司。
·泰政府与 IM F 达成谈判协议。泰政府
同意实行包括两项重大内容的经济稳定
与结构调整方案以换取 167. 7 亿, 之后
改为 17. 2 亿美元的单边与双边贷款。
·颁布六项皇令重组泰国金融机构: 建
立两个新机构, 金融重组局和资产管理
公司; 严格贷款分类并要求更高的风险
资本与资产比例; 允许外资十年内在金
融机构拥有大部分股份; 政府对 15 家
当地银行和余下的 33 家金融公司提供
全额担保; 接受债权人对有关金融公司
的正当要求; 颁布新法令允许投资署控
制有问题的金融机构。
·58 家被吊销金融公司中的 2 家, 其重
建计划已被通过, 其余 56 家被永久关
闭。
·政府同意将四家中型银行国有化: 曼
谷首都银行, 第一曼谷银行, 暹罗银行
和曼谷商业银行。
·泰国银行颁布债务重组指南, 鼓励金
融公司详细说明各自有关债务重组政
策、方法和程序。
·根据公私协商委员会决议和泰国银行
命令, 建立公司债务重组咨询委员会。
·有关脆弱金融机构登记、增资和变换
管理人员的决议方案。
·根据公私协商委员会决议, 建立省债
务重组分委员会。
·根据泰国银行命令, 成立公司重组咨
询委员会办公室。
·国会修订破产法和没收法。
·按国际标准或由银行自己增资或加入
财政部资本支持方案。泰金融公司已增
资 7000 亿泰铢。

1997. 6

1997. 8

1997. 8
1997. 10

1997. 10

1997. 12

1998. 6

1998. 6

1998. 6

1998. 6

1998. 8

1998. 10

1998. 12
1999. 1

1999. 12

·严格风险贷款: 银行强制性储备由
1998 年 10 月 1 日占贷款总额的 1% 增
至 1999 年 4 月的 1. 5% , 再增至 1999 年
10 月的 2%。
·SBP 制定新的银行重建计划, 从 1998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2 月底期间分阶段
根据不同银行类型, 将银行的最低资本
额从 20% 提高到 60% , 并鼓励银行之
间的兼并和合并。
·SBP 进一步严格四种类型的问题银行
贷款风险准备金要求。根据不同情况规
定不同的准备金比例, 分别为 5% ,
25% , 50% 和 100%。
·根据国际标准重新对坏账做出衡量的
标准。
·增加银行体制与银行经营的透明度,
要求银行向公众公布季度业务经营情
况, 采取新方法尽早发现问题银行, 更
好的揭露问题银行的情况。
·在金融部门进行一揽子税收改革方
案, 其中包括: (1) 分阶段对特定的坏
账准备金进行征税; (2) 取消印花税,
分阶段减少用于金融所交纳的税收总
额; (3) 逐渐过渡到对居民的外币存款
和比索存款利息收入代扣所得税。
·贯彻世界银行对菲律宾提供的银行部
门改革贷款附加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包
括继续推行菲律宾国家银行私有化; 进
一步改进银行失败决议框架; 简化银行
破产过程, 涉讼过程与方法; 进一步采
取措施加强银行谨慎水平与监督机制
等。但是, 在总统签署法令之前, 这些改
革提案必须先由国会通过。
·SBP 已向国会提交修改总银行法提
案, 并已以通知方式对外国股份持有和
电子银行发出了指导方针。

1997. 10
1998. 5

1998. 4

1998. 7

1997. 10
1998. 6
1998. 3
1998. 6

1999. 1

1999. 1

2000. 4

　　资料来源: 泰国资料参见泰国政府网站www. thaigov. net, 菲律宾资料参见菲律宾中央银行《菲律宾: 迈向复苏之
路》; 菲律宾中央银行网站www. bsp. gov.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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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分析了泰菲两国形态各异的经济发展模

式的形成与逆向转变, 回顾了两国在抗御亚洲金

融危机、遏制经济衰退方面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措

施, 比较了两国在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不同经济发

展战略和政策转变, 现在, 我们回到文章的主题:

亚洲金融危机能否成为东亚模式转变的催化剂?

这种转变的方向是朝向逆向优化转变还是逆向恶

化转变?

泰菲两国的实践已对第一个问题作出了肯定

的回答。但是, 现实表明模式的转变将是艰巨与缓

慢的。由于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受制于各种

不定、多变和复杂的因素,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将

是不确定的。笔者认为, 关键在于统治者的质量。

即受灾国政府是否真正从经济危机中吸取了经验

教训, 采取了必要的纠正措施并切实落实到行动

上。然而, 促进模式转变的动力和阻力不仅仅来自

东亚各国包括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甚至生活方式

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影响, 还源自国外的影响, 尤其

是受援国为满足包括 IM F、世界银行为首的双边

与多边贷款的附加条件必须进行的国内经济改革

与调整。这些被动的改革和调整措施主要目的是

确保贷款回收, 并非真正致力于受援国国内经济

的实质改善。此外, 东亚各国民众参与意识的加

强, 以及国际上各类非政府组织对东亚国家政治

经济事务的参与也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

变注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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