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金融风暴一报难求

上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一些亚洲国家利用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

引大量国外资金和技术，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然而，大量资金涌入的背后，是其经济严重依赖

出口、国家外债规模比例失衡、固定汇率锚定美元等

诸多风险。

1997 年 7 月 2 日， 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

行浮动汇率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随后菲律宾比索、印

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甚至较为稳定的新加

坡元也相继受到冲击。

到了 1997 年下半年，东亚的韩国爆发金融风暴，

日本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

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 年，这场危机继续蔓延深化，印尼风暴再起，

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风险进一步传导至俄罗斯和拉

美等国家和地区。

我们当然对这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高度关注：

不仅及时更新各国各地区动态，还对受影响国家和地

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追踪，准确地把握住危机一

步步蔓延的关键节点。 在获取国际信息极度困难的时

代背景下，本报报道受到了市场极大追捧，一度出现

一报难求的景象。

1998 年 2 月 13 日，我们以《亚洲金融风暴的

反思与启示》 的整版文章讨论这场危机给东南亚

及韩国、日本带来的影响；同年 2月 17 日，又以一

整版对站在十字路口的东南亚经济进行了盘点。

1998年 8月，我们推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周年

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

宾、韩国在过去一年抵御金融危机的努力与成果。

这场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中隐

含的结构性问题、宏观政策的失误和金融体制的缺陷，也表明改革和完善国际金

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已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的紧迫课题。

2000 年 6 月 6 日，《国际金融报》以《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消散》的头条文章，指

出亚洲地区经济已经走向全面复苏。

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 不少国家和地区预防和抵御风险的意识大大增强，能

力也逐渐恢复。

1999 年 7 月起， 本报又推出

东南亚金融危机两周年专栏，共十

期，对受影响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

解析。 该系列报道因信息全面、观

点新颖、分析专业，受到了市场极

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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