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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诸多的危机,故而为了推动经济建设,就应明确危机时期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方向。本文

主要分析了危机时期中的问题,以及经济危机时期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方向,以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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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且出现了全球经济迟缓问题。为了更好地面对金融危机,促进

经济增长,各国均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经济建设,更加积极地

应对金融危机时期和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状态,而我国在

后危机时期的金融经济发展中,也要充分彰显本国特色。 

1 后危机时期中的主要问题 

1.1信贷危机明显 

金融危机前,部分国家负债严重,受金融危机影响,其债

务负担加剧,世界经济稳定性明显下降,全球经济下滑。部分

不堪重负的国家或地区可能出现违约现象,产生严重的信

贷危机,老牌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希腊的信贷危机 为

明显,如希腊违约,则其他国家也会效仿希腊的处理方式。此

时欧洲就会出现严重的信贷危机,进而影响欧洲地区乃至

世界经济的格局。美国也是受信贷危机影响较为明显的国

家。美国经济发展中,对中国的债务较高,如该数额持续增

加,则美国可能出现无法偿还债务的问题, 终影响世界经

济秩序。 

1.2出现滞涨现象 

滞涨主要指经济停滞但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后经济危

机时代发展中,很多国家均出现了经济滞涨的问题,这对金

融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时间

较长,但是为了以较快的速度恢复经济,很多国家采用宽松

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达到刺激市场的目的。但

是这种财政政策并没有达到 初的目的,甚至加剧了通货膨

胀。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匮乏,实体经济处于下降状态,而这也

直接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各国和地区在政策方面陷入了进退

两难的尴尬境地。 

1.3逆全球化趋势显著 

金融危机打乱了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节奏,本国经济

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地采取措施,一加

速经济的恢复,但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政策选择上并未站在长

远发展的角度,甚至引发贸易战、货币战和汇率战等,关税壁

垒持续走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闭关

锁国后,经济发展必然大幅放缓,对此,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

了财政紧缩政策,而这也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建设。 

2 后危机时代下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2.1经济多元化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诸多国家均对经济金融的稳定增长形成

了统一的认识,各国也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合理的措施加速

本国经济金融的恢复。且在新一轮的竞争中也可取得更大的

优势。因此,尽管美国的地位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在世界市

场中,其依然占据着霸主地位。欧洲经济发展能力较强,中

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新型市场国家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市

场的主体,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发展,成为了未

来市场前进道路上的主要动力,这也是世界经济多元化发展

的重要表现。 

2.2经济增长方式不同于以往 

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增长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前期

的经济发展中,各国均以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而经

济危机后,科技成为了推动经济金融发展的关键要素,尤其

是经济发展的大国,利用先进科学和完善的技术理念能够将

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等诸多绿色理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英国

为明显,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也需积极转变

发展观念,加快经济转型。 

3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 

3.1机遇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

十分被动,且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后危机时期,需要重新评估

各国的经济实力。我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优势更为明显,成

为了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我国可以更加频

繁地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中,而且话语权明显提升,而这也

促进了国际竞争新环境的建设。各国为了更快的恢复经济,

均以高新科技来推动金融发展,国家间交流更加密切,我国

也可学习更多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理念。 

3.2挑战 

全球经济结构转型中,全球金融发展迟缓。而受世界经

济发展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明显放缓,对此,要认

真分析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国情为基础加大改革力

度,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的外部环境。 

4 我国经济金融危机时期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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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经济稳定发展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政府出台了多个物价控制措施,

但是通货膨胀现象依然严重,物价飞速上涨,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较高。因此,后危机时代发展中,我国需要应对通货膨胀

和物价上涨问题,如无法控制上述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建设

就会侵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了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需不

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控制物价上涨速度,且出台科学有效

的政策,从而保证物价稳定。 

4.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为了更好地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我国政府需合理利

用金融机构,调整信贷业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

动现代产业体系的快速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应以投资和出

口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经济驱动方式,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发展,而转变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第二产业,是促进经

济增长的关键。 

此外,要全面贯彻科教兴国,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核心,

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创新脚步。培养高素质人才对经济稳定

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其可转变传统以资源消耗促进

经济发展的驱动方式。也就是说,在金融机构信贷业务转型

中,要以新旧动能转化,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重点,支

持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业开发,加大对资源过剩产业的控

制力度。 

4.3完善住房市场 

金融危机虽已过去,但是经济发展依然受金融危机的影

响,欧洲国家依然存在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稳定

前行,还要积极扩大内需。当前,我国城市化建设水平明显提

高,商品住宅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因此,在发展中,也

应准确识别发展的机遇和时机,不断完善市场,扩大内需,进

而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 

4.4推动外储多元化 

当前,我国与国外的经济合作明显增多,欧洲国家尤其

如此,其也成为了我国 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次之。

美元占据了我国外汇储备的7成左右,外汇储备结构缺乏合

理性,需适度增大欧元和日元的比例,且加大对货币汇率变

化管理的力度,进而以此为基础调整政策。外汇储备的多样

性有利于实现国家外汇管理的基本目标,同时也可控制我国

的外储风险。 

4.5支持资本输出,企业走出去 

相关部门需成立主权财富基金,确定更为合理的对外投

资计划,增大我国对外企的投资金额,提高民营业贷款,从而

不断增强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此外,还可采取外汇储备和

国有企业跨国经营、银行国际化经营战略有机结合的方式,

政府可利用多种手段引导企业制定科学的投资战略,并在市

场竞争中积极维护本国企业的权益,以规避风险为基础,提

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5 结语 

总之,经济危机时期,经济金融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

响,为了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我国需要结合现

阶段的发展现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经济的恢复与进步,

从而增大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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