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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促进湖北经济发展 

——2009 年湖北金融高层论坛学术观点综述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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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5 月16~17 日，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湖北经济发展” 为主题的2009 年湖北金融高层论坛在湖北经济学院隆

重举行。本次论坛由湖北经济学院主办，由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科技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等多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中共湖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赵凌云教授到会并致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李

杨教授作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救助及影响》的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影响等理论问题和金

融危机对湖北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等实际问题展开了自由而热烈的研讨。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论思考 

始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演化升级，2008 年9 月15 日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迅速演变

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会专家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救助、影响与其反思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对话。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李杨教授通过对当前金融机构的困境、全球股市的重创、国际汇市的宽幅震荡、流动性极度紧张等现象的分析， 指出此次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二是美国特有的赤字经济；三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四是货币

政策推波助澜；五是美元霸权延缓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目前对这场罕见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研

究中，有一个重要的诱发和加速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关注，它就是“巴塞尔协议”指引下的资本监管模式。巴塞尔协议

引发了三个效应， 即“监管套利效应”、“信贷紧缩效应”和“亲经济周期效应”的合力，在客观上成为金融危机诱发主因之

一，并促使金融危机加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认为，2000~2001 年美国网络股泡沫后，由于缺乏新的经

济增长点，只得用房地产市场刺激美国经济增长，采取低利率政策，由此拉开了“次贷”危机的序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

华教授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创新，源于金融创新导致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华中

科技大学蓝寿荣教授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投资银行家的贪婪、欺诈，衍生金融工具仅是投资银行家手中的道具。湖北经济学院

刘宁博士通过介绍美国国际集团（AIG）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缺乏足够

的认识以及管制缺位。 

（二）金融危机的救助 

李杨教授指出，杠杆效用在金融领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杠杆化作用被滥用，杠杆率无限制地提高，便会酿成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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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危机的解救是“去杠杆化”， 并且只有央行和政府财政提供资金才是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降低“去杠杆化”风险的唯一路

径，但此过程却是痛苦而又漫长的。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认为，技术创新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下一轮技术革

命和世界经济增长点是生物、能源、环保技术，中国必须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以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供应短缺的约束，成为新

一轮世界技术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和重要参与者，而非追随者。武汉大学周茂荣教授针对政府的4 万亿元投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当前，为保增长保就业而采取的4 万亿元投资措施意义重大，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如加剧中国的重工业倾向；

固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重复建设造成的效率低下，易诱发下一轮通胀和银行呆坏账。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有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需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湖北经济

学院吴少新教授作了《如何看待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信贷超高增长》的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心。他从中国信

贷超高增长这一事实出发（2009 年1~4 月新增贷款5.2 万亿元，完成全年计划104%，超经济增速98%），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

的分析得出： 这一超常增长具有政治驱动、畸形化特征，存在大的隐忧，甚至有诱发通胀和蕴藏更大不良资产的后果。因此，

特定时期信贷超常增长是必要的，但目前存在超高的风险，需要转变信贷增长方式。 

（三）金融危机的影响 

李杨教授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大宗商品价格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外汇储备

的规模、币种与资产选择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曼教授从金融危机中农民工返乡潮这一表象出发，深刻

揭示了金融危机中企业老板、农民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得失，指出了中央政府在其间的困境与无奈，“保八”

战役成为中央政府应对这一两难的无奈之举。但简单地“保八”并非成为应对危机的最优选择， 必须选择一个良好的经济增长

模式。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林建华副行长作了《对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几点看法》的报告，他从银行业务实际出

发，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还是很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危机的三个重要特性，保持货币政策

的连续性以更好地应对此次危机，并提出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几点对策。 

（四）对金融危机的反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对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进行分析， 得出了两点教训和三个启示。两点教训，即金融创新不能

远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不能远离金融监管。三个启示，即成也金融，败也金融；成也金融创新，败也金融创新；成也风险管

理，败也风险管理。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更加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创新。华中科技大学蓝寿荣教授对金融危

机进行了深刻的法学思考，指出纯粹实体经济下制定的法律不能适应虚拟经济要求，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湖北经济学院卢传

锋副教授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视角审视了美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并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建议。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湖北经济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梅学书副主任作了《世界金融危机对湖北的影响和对策》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危机对我省经济带

来的不利影响及可能的机遇，并从扩内需、调结构、打基础、重民生等方面给出我省应对危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对策。湖北

省商务厅研究室主任唐华作了《金融危机下的湖北内外贸易形势》的报告，用具体的数据，分析了当前湖北省内外贸易的严峻

形势，针对我省省情，从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扩大出口，坚持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等三个方面给

出湖北应对此次危机的可行性对策。湖北经济学院胡凯博士从交易费用的视角，论证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湖北省承接产业转

移的制度优化问题，提出了降低内生、外生交易费用的策略安排。湖北经济学院孙玲博士基于2007~2008 上半年湖北省外贸出

口企业换汇成本的数据，测定了外贸企业能够承受的人民币汇率定价区间，从企业自身、政府、外汇管理部门、商业银行四个

方面提出了湖北省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湖北经济学院唐翔博士在对湖北企业“走出去”开展

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湖北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湖北企业审时度势

形成多层面“走出去”格局的整体思路与相应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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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中国社科院何德旭教授作了会议总结。认为这次务实的大会，加深了与会者对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影响的认识， 为

湖北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化“危”为“机”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