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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洲復甦前景表樂觀
施密特強調金融監理的重要

多U由心、國前總理施密特去年
應時報文教基金會之

邀到台灣來訪問，特別就

「歐洲貨幣聯盟及亞洲經濟

發展之影響」發表演說，施

密特指出東南亞金融風暴主

要是國際資本快速撤離所引

起的;他建議七大工業國等

先進國家要加強金融監理，

他並認為亞洲各國的復甦前

景可期。

金融科技的全球化

改變金融市場

施密特認為，金融與科技

的全球化，使得全球金融市

場全面改觀，目前衍生性金

融商品每日的交易量是實質

性金融交易的五十至一百

倍，透過現代通訊設備與金

融新科技，投資人在一秒鐘

內可以將資金從一個國家移

轉到男一個國家，從一種貨

幣轉換至另一種貨幣。這種

短期資金的I快速流動對於小

型經濟體的衝擊非常大，東

南亞國家去年就是因為外資

急速撤離而引發危機 。

他指出，亞洲金融風暴擴

大成為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全球股匯市無不受到影響 。

其中，日本是亞洲最大的經

濟體，然而日本經濟衰退主

要是來自內部的因素，日本

泡沫經濟在一九八0年代末

期破裂，日本銀行體系監督

與管理不夠嚴謹，銀行累積

巨額壞帳未處理，消費者信

心不足，雖然最近許多銀行

被合併或接受公共基金的籽

困，但是日本的信用緊縮與

經濟衰退的情況將會持續一

段更長的時間， 比金融銀行

更久 。 目前唯有日本政府推

出適當的政策，才能走出危

機 。

在東南亞各國中，施密特

認為新加坡的情況最好，雖

然新加坡也無法從暴風圈中

隔離出來，不過新加坡的銀

行體系極佳，而且有良好的

金融監理，迄今仍然相當穩

健 。 此外，新加坡的利率比

美國還要低，新加坡的企業

沒有理由借美元，因此不會

發生像週遭鄰國一樣的問

題。

對於國際貨幣基金在此次

金融風暴中的表現，施密特

毫不留情提出嚴厲的批評 。

他指出，國際貨幣基金有

90% 的資金來自美國政

府，國際貨幣基金的影響力

逐漸式微，其一舉一動都受

到美國財政部長魯賓 、 華爾

街人士和芝加哥、哈佛等大

學的經濟學家影響，幾乎變

成美國的一個機構 。

究竟要如何解決金融危機

呢?施密特說，每一個國家

的經濟體系都不一樣，歐洲

和日本等先進國家出問題還

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解決，開

發中國家則需要類似國際貨

幣基金等機構的救助，不過

這些機構的力量還是有限

的 。 他認為經營不善的私人

企業或金融機構應該讓他們

倒閉，沒有理由花納稅人的

錢來救助這必私人企業 。

施密特以美國的長期資本

管理公司 (LTCM) 為例指

出，他認為美國聯邦準備理

事會出面援助這家私人的避

險基金有可議之處，既然經

營不善就應該讓它破產，他

同時主張政府應該對這必避

險基金好好管一管 。

信用緊縮通貨緊縮

導鼓經濟襄退

他在結論時指出， 短期內

有幾件事件是當務之急:

第一 ，開發中國家應該對

短期資本的進出給予適當的

。基金會執行委員黃肇松特別陪施

密特去故宮博物院欣賞中華文物。

管制。不過，這件事說起來

容易，做起來不容易。

第二，七大工業國家要加

強金融監理，採取國際清算

銀行制定的最低資本適足率

的標準，加強銀行的風險承

受能力。

第三，國際貨幣基金針對

金融風暴受創傷國家提供援

助，要確保這項援助用在正

確的地方，以免造成浪費 。

第四，亞洲經濟復甦已經

露出曙光。他摘錄新加坡資

政李光耀的演講文指出，亞

洲各國人民具有勤奮努力的

基本特質，有助於亞洲經濟

復甦 。 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的競爭力報告中，台灣、新

加坡和香港都名列前茅 。 他

說: í你們還擔心什麼呢?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