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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的起伏。
主要着眼点是跨国公司这一新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该书角度较新，可以阐述国际关系中一般新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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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赢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一国的权力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
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
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跨国公司也是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活动的。
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
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
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
活动。
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
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美国政府始终把对自身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提高美
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中的地位。
随着美国在国际投资中优势的相对增强，近年来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中心逐步向按照美国的最
大利益模式进行灵活调整的方向倾斜，而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长期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将保证美国跨
国公司在目前的任何挑战下具有较大的调整余地。
美国跨国公司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具有结构性优势中得到帮助的机制如下：20世纪90年代
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实力增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分别由1997
年的56％、54％、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6、65％，形成了实际上的美元本位制。
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美元需求国密切联系并相互对应的对外经济状况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
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货币供应国，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国际社会供给美元，逆差扩大（缩小）
，美元供给增加（减少）；相应地，其他国家就整体来看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对美元的需求，顺差扩
大（缩小），美元需求增加（减少）。
短期来看，美元汇率动态就取决于美元国际供求动态：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贬值，
供求均衡，美元稳定。
所以，美国处于一种微妙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由于美国可以其本国货币对外进行支付，故可以用对外投资输出美元的方式来保持其国际收
支逆差，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巨大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压力。
这意味着美国独自享有了国际货币的“铸造税”（seigniorage，指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其制造成本之间
的差额）。
因此，美国处于结构性的优势地位，而美元需求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1）在国际贸易方面。
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别国生产的廉价商品，从而形成高消费，其他国家通过大量出口来弥补内需
不足。
在这种模式中，虽然美国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国民可以购买到物美
价廉的商品，进口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东亚国家虽然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出口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收入，工人收人低下，从而抑制
了国内消费，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
（2）在国际投资方面。
许多国家将贸易盈余积累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由此产生了三种效应：第一，抑制美国利率
上升，激发了高消费、低储蓄，进而强化了美国逆差、其他国家顺差的国际贸易格局。
第二，从需求方面拉动美国金融市场快速扩张，使其在经济金融化浪潮中占得先机，取得了金融霸权
地位，反过来对美元霸权形成有力支撑。
第三，为美国提供了廉价融资，使其在国际金融资本循环中获得了无本获利的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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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债券、特别是国债的收益率相对较低，而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因此，虽然其
对外金融净头寸为负，却能获得净收益，相当于美国在拿东亚国家的资金赚东亚国家的钱。
这使美国的贸易逆差短期内得到资本流入支撑，长期内得到净投资收益支撑。
（3）在经济调控方面。
美元总供给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由此美联储不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充当着世界的中央银行。
所不同的是：对国内，它担负着维护美元币值稳定的天职，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调控货币和利率；对国
外，美元币值是否稳定则不对其构成硬性约束，它并不主动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义务，这也正是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大区别。
这样，美元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副产品：在国内外美元需求稳定的情况下，紧缩
推动美元升值，扩张造成美元贬值。
对于依赖美国商品市场同时又持有较多美元资产的国家来说，美元贬值不仅会使其出口减少，进而减
缓经济增速，还将使其美元资产的本币价值减少。
这样，它们就无奈地承担起了稳定美元汇率的任务，不得不不断地用贸易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
通过资金回流来支撑美元稳定。
正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沉重债务迄今未对其经济造成负担，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它成功
地利用了一个非凡的诀窍，即虽然美国是一个巨额净债务国，但它不必向世界其余部分支付净利息和
红利。
相反，美国仍享有投资收入的净流入，因为它所获得的其外国资产的平均回报高于它所支付的其外债
的利息。
国外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股票的回报高于美国国内，而且，美国得益于最近几年来其借贷的异乎寻常低
的利率。
与以前美元下跌时期的情况不同，公债利息仍是很低的，原因是外国中央银行在美购买了巨额债券。
美元作为一种霸权货币，需要美国承担相应成本，如美国货币管理当局必须执行稳定而连贯的货币政
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避免提供清偿能力与保证其货币信用之间的冲突（即特里芬难题）；必须随时准
备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后贷款人帮助国内外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摆脱困境；必须具备广阔并且不存在
资本管制的金融市场，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等。
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政治经济收益更为巨大。
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在制定和执行内政外交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
其次，从经济利益来看，一方面美国作为基准货币的发行国可坐享可观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美国
还可以通过操纵美元利率或汇率的变动，无偿占有他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或者转嫁本国危机。
在联邦政府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一路飙升的情况下，美国仍能凭借“绿色的纸片”成为国际投资
的一方乐土和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理想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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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二年学习与工作期间完成的。
我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除了得到樊勇明教授的悉心指导之外，还有幸得到流动站的竺乾
威教授、林尚立教授、陈志敏教授、浦兴祖教授等和施莹老师的关心、鼓励与帮助。
在此，我谨向上述各位老师致以衷心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张建新副教授、杨国庆博士后、贺平博士、汪晓凤博士、吴澄秋博士、徐长春博士
后在樊老师组织的研讨会上对我的启发。
《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项目批
准号：07lC810006），此一并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HNC）的资料对我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
该中心良好的研究氛围与环境使我的资料收集工作获益匪浅。
在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得到家人的鼓励、支持与帮助。
我的妻子周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我一起查找文献，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参阅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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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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