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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超编著的《新形态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失衡研究》内容介绍：本研究认为，作为全球化过程中市场
自发选择的结果，新形态国际分工的形成有其合理的方面。
首先，新形态国际分工形成的动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梯次性；其
次，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尤其是制度环境和文化禀赋的差异是新形态国际分工形成的要素基础；最
后，国际生产组织的创新，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新形态国际分工提供了组织基础。

与传统的国际分工形态相比，新形态国际分工之所以会引发严重的国际经济失衡，主要在于制成晶与
服务品可贸易性的差异、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非对称性、分工国之间及其内部居民收入
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等等。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因素，新形态国际分工对国际经济失衡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新形态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失衡研究》是一本研究国际分工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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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金融效率差并对企业的影响 金融效率低的国家普遍存在金融资金配给或是企业融
资能力不足的情况。
企业作为资金需求的主体，在储蓄不变，而资金需求因金融效率低下得不到满足时，同样是根据等
式CA=S-I，剩余的资金只能是以经常项目顺差的形式外流。
Boyd和Smith（1997）研究表明，金融市场效率主要是通过对投资的影响作用于经常项目。
 3.金融效率差异对政府的影响 金融效率对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高效的金融体系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
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可以轻易地以低成本为财政赤字融资，进而放松财政约束（祝丹涛，2008）。
 （四）中美金融效率差异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的经验研究 宋铮（2010）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
业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比较，认为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国有企业获得
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占其投资总额的比重却是私营企业的3倍以上。
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但国有企业更能获得金融机构的青睐，我国的私营企业一直都存在融资难问
题，发展中的金融需求只能靠自我留存收益、个人和家庭储蓄的自我融资来满足。
而自1992年市场化改革以来，随着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私营经济比重的上升，导致贷款的“有效
”需求大幅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的低下，又导致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率快速增长，如此一来，一方面是逐
步萎缩的贷款，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加的存款，于是就形成了自1994年以来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
袁志刚和张若雪（2009）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无效，储蓄过多，金融
市场效率低下造成资金无法流人最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储蓄无法转化为有效投资。
储蓄高于投资的部分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本质上
讲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造成的。
 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做了“对家”，又与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的全球“央行”地位，以及其最具
活力和效率的金融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就一直处于动荡不定之中，由于美元的传统国际地位，以
及美国外围国家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金融环境之需，往往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政策。
实际上，美元仍然充当着国际中心货币的职能，并且充当了唯一的国际中心货币，有学者（Doolev
，Folkerts &Garber，2003，2004）将这一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或者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尽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没有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在法律地位上得到认可，但在这个货币体系中
，各国货币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Mckinnon，2001）。
 首先，美元本位制下，美元霸权表现为中心一外围的框架体系。
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国家货币位于被支配地位。
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计价货币、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品种。
其次，美元是美联储发行的货币，其他经济体货币当局不能发行和创造美元，这为美国带来了铸币税
的收入（夏斌、陈道富，2006）。
最后，美元的货币锚作用也非常明显，很多国家的汇率、利率都采取钉住美元的方式（黄晓龙，2007
）。
于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助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上涨和长期利
率的走低。
通过金融机构的各种创新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美国居民消费欲望倍增，储蓄率持续走低，进而形成了
一种欧美“高消费，低储蓄”与亚洲等新兴国家“低消费，高储蓄”并存且紧密联系的互补关系（张
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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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形态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失衡研究》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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