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金融机构无视风险大搞金融衍生、金

融创新，导致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2007

年 8月 9日，这是“世界改变的一天”，英国主要抵押

贷款银行北石银行（又译诺森罗克银行）首席执行

官亚当·艾普尔加思事后回忆说。

这一天，次贷危机的阴云笼罩在大西洋两岸：

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国房贷业

务的基金交易；华尔街股市开盘暴跌，道琼斯指数

创下年内第二大跌幅；欧洲央行紧急宣布向银行业

注入近千亿欧元资金。

为进一步安抚市场，8 月 10 日，西方主要央行

自 2001 年“9·11”事件以来第一次联手干预市场。

那一刻，央行决策者们意识到，发源于美国的次级

抵押贷款问题或许具有全球“传染性”。但他们当

时尚未意识到的是，即将到来的是一场自 1929 年

“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不是一场而是
一串危机

8月 9日，作为“世界改变的一天”的真正意义，

是在一年多以后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后才被人

们真正开始理解的。

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人们或许以为，次贷

危机不过是一场严重的行业性危机。2007 年 4

月 2 日，美国第二大次贷提供商新世纪金融集团

正式提交破产申请；2007 年 6 月，始建于 1923 年

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基金

因次贷产品出现严重亏损，为贝尔斯登最终倒

下埋下伏笔。

市场一厢情愿地相信，次贷危机的小浪掀不翻

金融巨头的大船。虽然危机信号逐步升级，但盲目

乐观的投资者还是推动纽约股市迭创新高：7月 19

日道琼斯指数首次站上 14000 点大关；虽然在 8 月

遭遇暴跌，但到 10月时道指再次站上 14000点。

此后，危机开始逐步展露出“狰狞”全貌：次贷

危机、股市危机、银行危机、汇率危机、经济危机、债

务危机、监管危机、治理危机……一连串危机如多

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并最终升级为“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今非昔比的金融安全网

十年间，全球各国已携手编织了防范危机的多

层次金融安全网，抗风险能力的确已大为提升。

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银行业已基本恢复健

康。据彭博社统计，美国最大的十家银行二季度盈

利高达 300亿美元，只比 2007年二季度的历史最高

纪录少几亿美元。

自 2008 年以来，美联储每年都对具有系统重

要性的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在今年 6 月底进行

的最新测试中，占美国银行总资产 75％的 34 家大

银行全部达标，即在假设的极端不利经济环境下，

这些银行也拥有充足资本来抵御风险。

来自监管者的巨额罚单也令金融机构行为

模式有所改变，抑制了其开发高风险业务的冲

动。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次贷危机之后金

融机构支付的罚金总额已高达 1501亿美元，并仍

在持续上升中。

在监管层面，各国和全球的金融防火墙也不断

完善。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全面强化了金融

监管，2010 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也成为后危

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制定和落实的全球金

融监管新标准。此外，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全球政策

协调和对话机制也为金融稳定提供了额外保障。

“这次有所不同”是否真实可信

“我 希 望 在 我 们 有 生 之 年 不 会 重 演 类 似 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我也不认为我们会遇到。”美

联储主席耶伦不久前如此说道。

在遭遇新危机之前，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这

次有所不同”。但其实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发生，

每一次本质上都大同小异。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卡

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格夫在其著作《这次不一

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中得出的结论。

和十年前相比，眼下似乎并没有显著的金融危

机风险源。但正如在 2007年时人们无法逆料次贷

危机会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一样，新的风险点总可能

不期而遇地出现。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雅各布·柯克加德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不会出现

2008 年那样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今后的金融危机

可能是其他形式。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认为，银行

业监管已经得到强化，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仍

付诸阙如，对于非银行机构和银行机构之间复杂的

关系，监管者也仍是一头雾水。

此外，更值得担心的是，在收紧金融监管十年

之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多次承诺，将推动放松

金融监管。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华尔街的热烈响

应，也意味着在管制和自由化之间，历史的钟摆重

新开始摆向后者。

“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

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

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诺贝尔奖

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

利茨说。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说明，伴随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危机意识始终是

不容忽视的问题。

小世界远离危机了？
——写在次贷危机十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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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金旼旼 高 攀

随着数字货币研

究逐步深入，移动支付

技术的逐步成熟和使

用逐步推广，有可能纸

币会减少在市面上的

流通，非现金支付的场

景越来越普遍。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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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自己的钱包，数数还剩多少现金，过百了

吗？“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现金”，已成很多人的生

活常态。

据腾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调研

机构益普索发布的《2017 智慧生活指数报告》显

示，超过 70%的人在只能用现金支付时，才会使用

现金，100元的现金他们可以用一个多星期；84%的

人表示，“不带钱、只带手机出门”可以很“淡定”。

小到买瓜果蔬菜，大到买房购车，我们和现金见面

的机会真是越来越少了。

本报记者 翟冬冬 刘 艳

出门出门，，你还带现金吗你还带现金吗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国际社会公认，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成

为支付行业发展的新引擎。据中国支付清算协

会政策研究与宣传部主任陆强华在近日召开的

第十八届中国金融发展论坛上介绍，2015 年，我

国非现金支付笔数就已占全球非现金支付笔数

的 22.12%，增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 4 倍以上。也

就是说，全球每五笔非现金交易支付，就有一笔

产生于中国。并且，我国移动支付在国际上已处

于领先地位。

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

研究室主任李勇坚介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我国网民手机

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达 67.5%。虽然普及率与

肯尼亚等国家尚有一定的差距，但仍高于美国

等发达国家。

没 看 错 ，肯 尼 亚 等 国 家 使 用 移 动 支 付 的 普

及率高于我国。由于缺乏固定的信息传播技术

基 础 设 施 ，再 加 上 昂 贵 的 宽 带 使 用 费 用 ，许 多

非洲用户借助手机等移动终端而跨越固定互联

时 代 ，直 接 进 入 了 移 动 互 联 时 代 。 数 据 显 示 ，

肯 尼 亚 在 手 机 端 转 账 和 支 付 的 使 用 率 全 球 领

先，有高达 71％的受访者表示曾使用过手机金

融业务。

如今，在移动支付企业的强力推广和相关机

构的支持下，移动支付对线下消费场景实现迅

速覆盖。现在，即使是菜市场里卖菜的摊位前，

都会竖着两个二维码的牌子（微信和支付宝），

摊主对那些不会使用移动支付的老爷爷、老奶

奶的辅导热情和耐心甚至超过了对菜金的斤斤

计较。

据李勇坚介绍，我国有 50.3%的网民在线下实

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结算。

对我国移动支付现阶段的发展状况，中央财

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对外向海外扩展，对内下沉

到农村市场；技术上更加成熟，普遍使用生物识

别技术。

欧阳日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数字货币研究逐步深入，移动支付技术的逐

步成熟和使用逐步推广，有可能纸币会减少在市面

上的流通，非现金支付的场景越来越普遍。”

移动支付加速线下场景覆盖

进入 8月，贴身肉搏已成习惯的微信支付和支

付宝几乎同时启动“2017 无现金日”“无现金周”，

对满足条件的移动支付给予多种奖励，甚至抽奖领

黄金，将移动支付再次炒热。

“我钱包里的现金，除了加油几乎用不到。”在

加油站等待加油时，一位车主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移动支付这么方便，纸币等货币形式会不会消失？

多位专家认为，并不会。

“ 货 币 是 一 种 制 度 ，用 作 交 易 的 媒 介 。”欧

阳 日 辉 强 调 ，在 互 联 网 经 济 社 会 中 ，以 实 体 通

货 方 式（纸 币 或 硬 币）作 为 交 易 媒 介 的 场 景 逐

步减少，大部分交易都将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

进行。

“但是，纸币不会消亡，仍然是流通手段和支付

现金消失只是个误会

工具。就如有了飞机和高铁以后，汽车的存在也是

有必要的。”欧阳日辉强调，“无现金”这一提法并不

严谨，容易让普通老百姓误以为现金会消失，同时，

很多传销组织也在利用“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等

概念从事非法活动。

欧阳日辉说：“如果形容在支付过程中不使用

现金，‘非现金’的提法显然比‘无现金’更合适。因

为，广义的现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

币资金三个部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时代，货

币的形态不断变化，数字经济时代货币的形态也会

发生变化，但现金是仍然存在的。”

李勇坚亦认为，虽然纸币的应用范围将越来越

小，但至少在未来十年里，纸币还不会完全被取

代。据李勇坚介绍，在手机移动支付出现前，各种

信用卡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非现金支付方式就在

国外非常盛行。如信用卡是美国的主流支付方式，

在日本，交通卡（suica）被广泛用于各种支付场景。

中国则跳过了信用卡或其他非现金支付方式，跳跃

着进入了全民移动支付的阶段。

李勇坚强调：“正如信用卡出现了差不多七十

年，仍未能取代现金一样，移动支付虽丰富了各类

非现金支付的手段，但仍依赖于各种基础设施（如

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如生物信息识别技术），

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风险，如，某些灾难导致信息基

础设施破坏、技术受到攻击等，都会影响到移动支

付的使用。”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李连发

教授也认为，现金纸币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对设

备等无任何要求，纸币的使用量虽然在下降，但

不会完全取消。李连发说：“刷脸、虹膜支付都需

要非常强的外部环境，并非在任何外部条件下都

适用。”

当移动支付火遍大街小巷，它所引发的诸如

金融安全、企业强行推广等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巡视员高级工程

师陈立吾表示，随着互联网与相关业务的深度融

合，金融业务的正常开展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信息

技术的安全，金融网络已成为金融安全最重要的

主题之一。

对此，李勇坚表示，除了传统的资金安全问题，

移动支付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数据安全。移动支

付使丰富的数据信息汇聚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一旦

数据泄露或被滥用，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移动支付所带来的金融安全风险及防范始终

被热烈讨论和寻找解决办法中，将成为相关机构

和企业的长期命题。但是，近期因某些电商强推

移动支付，拒绝收取现金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

普遍反感。

最近，各互联网巨头纷纷开展“无现金城市”

“无现金周”等移动支付营销战，第三方支付平台

与线下商家签订协议，约定移动支付需达到的业

绩标准/返现门槛，线下商家为达到该业绩标准/

返现门槛，明确对消费者表示不收现金，只接受

移动支付方式。

“移动支付的覆盖性普及虽然值得鼓励，但企

业端的强推政策不可取，他们没有权利限制人民币

的使用。”生鲜电商专家、中粤金桥投资合伙人罗浩

元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汉盛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拒收人民币的行为是违

法的。商家可能会以仅拒绝了‘收取现金’的支付

方式，并未拒收人民币作为抗辩理由。但我们认

为，现金的收取无需相应技术支持，且根据《人民币

管理条例》，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

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所以，商家拒收现金的行为

显然是违法的。”

“拒收现金，实际上是商家设置了不公平、不

合理的交易条件，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

自主选择权。”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方超强律师说，

“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展的相应营销或推广活动，

目的在于推动移动支付的推广和应用，而不是带

有强迫性地消灭现金支付方式。不管是部分商

家过分追求平台奖励等蝇头小利，把经念歪了，

还是与支付平台达成默契。支付方式的变革应

当是潜移默化的，随着消费者习惯的改变而完成

变革。”

移动支付引发新问题

8亿
支付牌照价格翻倍。近日，央行的一则通知，将网联正式推

向台前。从 2018年 6月 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

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支付平台”处理。业内普遍认

为，中小支付机构将获得与支付宝、财付通等大型支付机构同等

接入的机会，或将重塑支付格局。

然而，支付牌照却面临央行停发新牌照、违规公司被“摘

牌”、牌照只减不增的现实。近期，因违规转让牌照、消极对待整

改等原因，乐富支付被央行“摘牌”，不予续展。在监管趋严、注

销潮、牌照减少等多重因素下，催生了一批“倒卖”牌照的中介机

构。“近期，咨询互联网支付牌照的增多，价格涨了。”有中介表

示，去年三四亿价格的牌照，现在售价近 8亿元。多家机构人士

向记者证实，目前行情的确如此火爆，有的稀缺全牌照售价可达

10 亿至 30 亿元。而业内人士认为，网联地推出，并不会增加第

三方支付的需求，只是更加有利于监管和规范行业。当前火爆

的牌照转让市场“有泡沫”，不可持续。

3500美元
比特币价格近日首次突破 3500 美元大关，总市值突破 600

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时期最好水平。8 月 8 日，比特币价格触及

历史新高的 3525.04 美元，随后下滑至大约 3477 美元。按照创

纪录的价格计算，比特币价格今年为止累计上涨了 264%，远高

于黄金同期增长量。与此相反，由比特币分叉而来的比特币现

金的价格却迅速下跌，与上周历史高点相比下挫 62%。

最近，高盛出版了一份报告，称 2017 年以来通过区块链

“ICO”所募集资金市值已经超过了早期风投基金所募集的资

金。ICO 是为加密数字货币或区块链项目筹措资金的常用方

式，早期参与者可以从中获得初始产生的加密数字货币作为回

报。ICO 和 IPO 一样也是一种公开发行，但标的不是证券而是

加密数字货币。高盛表示，截至报告发布时，虚拟货币的 ICO

所募集资金按照市场价格计算为 12.5亿美元。如此庞大的金额

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更多监管部门继续对数字货币给

予正面回应。

2000万
近日，重庆市经信委联合相关部门评出 168 项 2016 年度重

大新产品。根据今年初重庆市出台的重大新产品研发成本补助

扶持政策，企业开发并经评定的单项重大新产品，最高可获得

2000 万元财政补贴；每年度单户企业若获评多项重大新产品，

补贴额度最高可达 5000万元。

据重庆市经信委介绍，此次评出的168项重大新产品普遍科

技含量高，有 76个产品具有发明专利，占比 45.2％；134个产品具

有实用新型专利，占比79.8％。同时，重庆作为全国最大的汽车、

摩托车生产基地，接近60％的重大新产品集中在汽摩行业。

此外，销售收入集中度高也是重庆此次评出的重大新产品

的特征之一，有 11 个重大新产品销售收入超过 10 亿元，累计达

到 306.8亿元，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63.4％。

据悉，重庆企业重大新产品补贴由市、区县（自治县）财政支

付，旨在补贴企业研发成本鼓励创新。企业重大新产品在评定

的次年按重大新产品评定当年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给予财政补助，第二年按重大新产品年上缴新增增值税地

方留成部分的 50％给予财政补助；对具有发明专利的重大新产

品，第三年再按重大新产品年上缴新增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给予财政补助。

6.7
人民币兑美元 8 月 10 日中间价大幅上调 305 个基点，升破

关口至 6.6770，刷新逾 10 个月新高。与此同时，在离岸人民币

对美元开盘后继续上涨，连续双双刷新逾 10个月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