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见次贷危机“罪与罚”

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次贷

危机的导火索。 精心打造了数十年的金融大厦顷刻间出现巨大裂痕，一大批金融机

构以惊人的速度受到波及。

在事件发生两天后，《国际金融报》以《美欧英日两天狂砸 3000 亿剿杀金融危

机》《谁是下一个雷曼？ 》《金融危机升级 中国能否独善》三篇头版文章，对美国次贷

危机进行了深度报道。

事实上，有关这场危机的伏笔早已埋下。 市场参与者一味追求更高的收益，却

对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未能尽善行使调查职责；同时，脆弱的偿付标准、不健全的

风险管理实践、日益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务杠杆过高现象

组合在一起，导致了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国际金融报》也早早关注到了这场危机的酝酿。

2007 年 8 月 15 日，《国际金融报》特别追踪了美国次级债相关新闻，试图从这

些投行的动态中窥见危机中的“罪与罚”。

“接管”的结果显而易见。 这场金融风暴，不仅成为当年美国大选的热议话题，

后续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秩序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2009 年底，就在人们认为危机已经逐渐远去，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时，以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源头的欧债危机初露锋芒；2011年 8月，标普下调美国长期主

权债务评级，又引发了一轮新的美债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金融报》 持续关注其演变， 敏锐地捕捉到了欧债危

机、美债危机等环球金融热点，并进行了追踪报道。

2008年 9月 27 日与 28日，《国际金融报》又发表题为

《1929 VS 2008： 世纪金融危机大 PK》《伦敦金融城 VS 纽

约华尔街 从竞争对手到难兄难弟》两篇深度文章，通过比

较解析，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这场危机的经过始末。

2008 年 9 月 9 日， 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前夕，《国际金融

报》又以《布什让“两房”安乐死：伤了谁 救了谁？ 》为题，解析

布什政府接管“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业务后产生的影响。

时至今日，全球金融业仍在受到上一轮危机的影响。 欧

债危机后，欧元区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推进欧元区制度

建设，在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等项目上取得重大进展；美国

经历金融系统改革，加强监管，控制系统性风险，并给予政府

最大程度干预银行的权力。

许是受益于此，2023 年 3 月，美欧银行业接连发生危机，

非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基金亦受到波及，但欧美监管机

构快速出手提供足额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恐

慌情绪。 《国际金融报》也以一个通版的文章对此次银行业危

机进行了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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