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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美国国债触及国会所允许的 14.29 万

亿美元上限。如果在 8 月 2 日不能提高债务上限或削减

开支，就会违约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使国际金融市场

陷入混乱。

2011 年 6 月起，奥巴马与国会参议院领导人就提高

债务上限举行会谈。

2011 年 7 月 31 日，国会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取得

共识。

2011 年 8 月 4 日，美国前审计长沃克表示，美国 3 年

后会步希腊后尘，陷入债务危机。

2011 年 8 月 6 日，标普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

2011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指责标普评级计算错误。

2011 年 8 月 9 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美国一直是

而且将永远是 AAA 主权评级国家。

2011 年 8 月 10 日，美联储宣布超低利率至少维持至

2013 年中期。

2009 年 10 月，希腊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

过 12%。

2009 年 12 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的债务

危机随即愈演愈烈。

2010 年 4 月，葡萄牙、西班牙信用评级下调。

2010 年 4 月 23 日，希腊正式向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

2010 年 5 月 10 日，欧盟批准 7500 亿欧元希腊援助计划。

2010 年 5 月，意大利出台财政紧缩计划。

2010 年 7 月，德国出台财政紧缩计划。

2010 年 9 月，爱尔兰债务形势恶化，掀起欧债危机第二波高潮。

2011年1月至3月底，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

2011 年 6 月 29 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为期 5 年的财政紧缩方案，为

欧元区出台新一轮救助方案奠定基础。

2011 年 7 月 21 日，欧元区紧急峰会决定再向希腊提供 1090 亿欧

元贷款的第二次援助。

2011年7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评级至“CC”，展望为负面。

2011 年 8 月 10 日，法国拟削减赤字保护 3A 评级。

2011 年 8 月 12 日，欧洲四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及西班

牙宣布采取限制沽空新规定。

编者按：今年以来，欧美债务警报频繁响起，标普对美国的信用降级成为

这 些 警 笛 声 中 的 一 个 高 音 。 在 这 场 围 观 别 人，也 被 别 人 围 观 的“ 热 闹 中”，中

国这个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最害怕的，或许就是美国债务违约、中国外储

缩水，轻易地就被别人看了笑话。

为了避免美国评级下调冲击市场，包括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在内的国际组

织纷纷举行紧急会晤，力图找到力挽狂澜的对策。但是，中国官方智囊机构的学

者表示，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由于国内面临着流动性过剩、通胀形势严峻

的压力，中国也不会再推出类似两年前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了。

“我们总比危机的发源地受伤更狠，似

乎已成规律。”8 月 8 日，面对悲观得不能再

悲观的股市行情，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策略分析师仇彦英在个人微博中如是

表示。

“那天一开盘，我就傻眼了，美国股市

暴跌，大宗商品暴跌，我手里的持仓差一点

就扛不住了。要是真割肉，我的‘棺材本’

就搁进去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谈起 8

月 8 日的那场“灾难”，年近七旬的股民张

宏志仍然心有余悸。

美欧债务危机还在发酵，很多和张宏

志一样征战股市的人，都在这场冲击下“狠

狠地”受了一回伤。

“不玩儿了，不玩儿了，这回能解套出

来的话，说什么也不会再往里面扔钱了。

美国、欧洲外围市场太混乱了，跟它们斗，

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还是回家安心养

老吧！”张宏志的话中透出颇多无奈。

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在动荡的市场行

情中再也“伤不起”的张宏志，打算“金盆洗

手”、“光荣”离场。但是，高速行驶的中国

经济列车，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上，却无法抽

身，只能迎难而上。虽然在广东省社会科

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看来，美

国的“枪口”已经瞄准中国。

黎友焕告诉记者：“目前来看，中国经

济和金融形势相当严峻，被抬轿、被绑架的

苗头很明显，国内的市场泡沫一旦被吹起

来再被刺破将不可收拾。欧洲已经处于随

时随地都可以被美国摆布的境地。日本自

身难保，随时被打劫。美国的‘枪口’已经

瞄准中国。”

二次探底 盛世危言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经

济增速明显放缓，其中，一季度增速更创

下经济衰退结束后的最低水平。随着近

期股市动荡，金融体系的避险和紧缩倾向

对美国实体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将再次

显现。有关美国经济“ 二次探底”的话题

也再度浮出水面。

这是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吗？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巴里·博

斯沃思认为，市 场 暴 跌 看 似 因“ 降 级 ”而

起，但“降级”反映出的全球经济，特别是

美欧经济的前景难料，才是投资者真正担

忧所在。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美国经济当

前最缺乏的是信心。由此，企业会放慢投

资和招工步伐，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进而

挫伤个人消费，拖累经济增长。美国总统

奥巴马前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如

果政府不采取新措施，美国经济有 1/3 的可

能陷入“二次衰退”。

更为危险的是，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

个经济体，美欧困境正在“重合”。欧洲经

济增长总体情况也不乐观，欧元区商业信

心指数目前处在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即便是领头羊的德国也出现经济增长放缓

迹象。这背后，是欧洲部分国家经济竞争

力低下、欧元区货币和财政政策相互掣肘，

压缩财政赤字的社会阻力巨大、政治决策

推动艰难等深层次原因。

外储缩水 损失难计

今年以来，欧美债务警报频繁响起，标

普对美国的信用降级成为这些警笛声中的

一个高音。市场对发达国家债务的忧虑焦

点，正从外围国家逐渐转向美国、法国等核

心国家。

在这场围观别人，也被别人围观的“热

闹中”，随着市场对西方国家解决债务问题

的能力或意愿的信心迅速低落，焦点已经

开始转向为其提供贷款的债权国家。此

时，中国这个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最害

怕的，或许就是美国债务违约、中国外储缩

水，轻易地就被别人看了笑话。

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天里，身为债权国

的中国是表现最为焦虑的国家之一。中

国的官方媒体谴责美国嗜债成瘾，并批评

其在预算问题上的政治角力是“ 短视”行

为。中国的焦虑程度丝毫不亚于身为债

务国的美国，以及摇摇欲坠的意大利或西

班牙等国。

“俗话说，如果你欠银行 1000 元，你会

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 100 万元，银行会

有麻烦。现在，中国持有的 3.2 万亿美元的

外 汇 储 备 中 ，有 1.16 万 亿 美 元 是 美 国 国

债。也就是说，美国至少欠了中国 1.16 万

亿美元，如果这笔账出点儿问题，对中国的

金融形势和经济稳定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金融界从业人士邵建告诉记者。

邵建进一步补充说，所谓的美国国债

出问题，并非单纯地指美国的偿还能力出

现问题，而且，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债偿付

风险总体上还是比较小的。但是，长期而

言，美国信用固若金汤的观念将发生变化，

美债的价格可能出现反转走低，这将造成

中国的外储资产缩水，购买能力下降。

中国“ 被自愿”地卷入美国的债务危

机，处 于 被 动 的 局 面，借 债 借 出 了 祸 患。

但是，面对美国白宫“除了美国国债，中国

外汇储备没有更好的投资选择”的暗示，

中国（或许也包括其他债权国）在感到愤

怒的同时，只能是无可奈何地承认，他们

现在已经被自己的债务人绑架，并且有被

洗劫的可能。

标普评级事件之初，美国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便做出保守估算，指

出中国购买的美债预计遭受的投资损失可

能高达 20%至 30%，如果将中国持有的美国

国债 1.16 万亿美元以最低下跌 20%计算，

将会损失约 2304 亿美元。

热钱盛宴 伺机来袭

由于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发

钞方美联储的政策尤需关注。美联储 8 月

10 日 表 示 ，将 把 联 邦 基 金 利 率 在 零 至

0.25％的历史最低水平至少维持到 2013 年

中期。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采取量化宽

松政策。更令市场担忧的是，关于美国即

将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的传闻

已经甚嚣尘上，再次加印美钞，似乎只是时

间早晚的问题。

“美国政府正在筹划一场惊天动地的

变局，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美国只能这样走

下去。美国的债务危机不转嫁而靠自己解

决是不可能的，怎么转嫁，非常值得中国警

惕。”黎友焕提醒说。

在黎友焕看来，美国目前已经铁定会

发动减轻其债务危机压力的咸鱼翻身的金

融战争，如果中国不早做准备，肯定会伤痕

累累。

“在这样的走势预期下，热钱也会抓紧

最后的晚餐。”作为热钱领域的研究专家，

黎友焕做出预警分析。他说：“ 在美国的

第三轮印钞刺激下，国际资金将大量冲击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做大

泡沫后，美国会通过加息的综合性手段回

收流动性，使新兴经济体出现比东南亚金

融危机还疯狂的危机，最后是世界经济的

大衰退。”

一直以来，热钱来袭的警告，好像是回

响在中国上空的防空袭警报，不见敌机扔

下的炸弹却声嘶力竭地长久鸣叫，让人久

闻而不觉警惕，反而心生厌烦。此次危局

中，热钱会否伺机而动呢？

黎 友 焕 认 为 ，热 钱 正 在 静 观 美 国 的

QE3 出来，而且估计也势在必行，未来可能

出现前所未有的态势，世界经济在出现大

衰退之前可能先出现最后的疯狂。但疯狂

后，热钱还是将毫不留情地连本带利退出，

导致中国泡沫破裂、经济衰退。未来一段

时间，中国面临的热钱流入压力相当大，而

且面临巨大的热钱搅局风险。

“不过，这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出现，

将取决于美国认为什么时候能达到它的搅

局利润最大化。”黎友焕说。

财经评论员时寒冰则更加有针对性地

指出，现在，美国在等一个时间节点，等待

与中国的泡沫对接。美国需要中国的泡

沫，而且，是大泡沫。只有借助这个泡沫，

才能完成财富更快地成长；也只有借助这

个泡沫，才能实现全身而退。

通胀隐忧 自顾不暇

无论是保持长期超低利率还是有可能

即将推出的 QE3，仅靠美国一己之力，似乎

并不能避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长期动荡。

一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在美欧近日深陷债

务困境之时，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中国。如果说由美国掌控的冷

战后全球制度已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那

么，中国会挺身而出吗？

世界对中国出手相救充满期待，但是，

中国金融部门的一名官员回应说：“我们还

在消化 2008 年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恶

果。希望中国这时候出面拯救全球经济的

想法是不现实的。”

中国还在医治 2008 年经济刺激政策

所带来的后遗症，可能并不愿开启另一轮

刺激潮，在全球经济濒临危险的时刻，可以

留给世界的选择并不多。而且，中国官方

智囊机构的学者表示，即使世界经济出现

二次衰退，由于国内面临着流动性过剩、通

胀 形 势 严 峻 的 压 力 ，中 国 也 将“ 爱 莫 能

助”。况且，在目前的美欧债务危机中，中

国并未独善其身，还要时刻警惕发达国家

将债务危机的后果转嫁过来。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

生便指出，美联储将超低利率持续到 2013

年中期，对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是一场

噩梦。一方面，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美

元资产价值会贬值和缩水；另一方面，美元

贬值又极其丰裕，很难进入私人消费、投资

和政府开支领域，反而容易流入中国及其

他新兴经济体去投机、去套利。

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认为目前还不能做

出全球经济将“二次探底”的判断，不过，

他也坦言，美欧日复苏乏力的现状，对中

国的通胀将会带来两方面影响。从短期

看，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导致全球大宗

商品价格走低，可能会让中国经济面临的

通胀压力有所减缓；从中期看，因为大宗

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的不断贬值，又会

让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增加中国的输入性

通胀压力。

不过，中国也不会见死不救。中国社

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

雪松便指出，假定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

中国政府确实还会采取一些经济刺激措

施，但在手段和方式上会有所“创新”，会在

“适时”和“适度”上做文章，进行货币政策

和财税政策的“微调”。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今年下半年，中

国政府仍会强力控制通胀。”李雪松说。

欧债危机大事记 美债危机大事记

88月月55日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闻电子屏上显示

新闻电子屏上显示““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
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AAAAAA级债务评级下调至

级债务评级下调至AA+AA+”。”。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中国落入美欧债务危机陷阱
债务危机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