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金融资本
流动的研究

Rusetskaia Elizaveta 2017521011002



目录

I.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概念

II.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成原因

III. 国际资本流动的种类

IV.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V. 参考文献



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1.国际资本流动的含义

是指资本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
区，即资本超越国界的转移运动。其状况集中反映在
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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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重点在于国际
金融资本的运动，即除了要从整体上把握资本
流动的规律外，要特别注重分析金融性资本的
国际流动的原因、机制、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成原因

（一）资本供求

（二）风险的差异

（三）利率和汇率变动

（四）政府的经济政策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成原因

• (一)资本供求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资本积累的规模
大，当国内投资收益比预期的国外收益小的时候，就会
有资金向海外转移，使资本的收益更高。而从需求方面
看，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经济崛起，国内资金
需求旺盛。

(二)风险的差异
在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上形成的资产或负债
之间一般不是完全可替代的。所以，国际资本
流动是双向的，既存在着从收益率较低的市场
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市场，也存在与此相反的流
动，即寻找风险相对较低的市场。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成原因

(三)利率与汇率

利率和汇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产生十分重要的
影响，而且，利率和汇率的高低变化也会使资本收益发生变
动。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资本总是从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向
利率较高的国家，直到国际间的利率大体平衡才会停止。

 (四)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个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该国的宏观经济
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当一国采取金
融自由化政策，对资本的流出与流入不加过
多干预时，国际资本对该国的流出与流入往
往比较频繁，规模也较大。



国际资本流动的种类

（一）根据流向可以分为

•资本流入

•资本流出，

（二）根据资本属性可以分为

•官方资本流动

•私人资本流动

（三）根据资本流动期限可以分为

•短期资本流动

•长期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成原因

短期资本流动是1年或1年以下期限的各种金融资产，包
括现金、活期存款以及所有货币市场金融工具。

短期资本流动一般有四种情况

1．短期证券投资

2．投机性资本流动

3．保值性资本流动

4．贸易资金融通



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成原因

长期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1年以上甚至没有期限的资本。
包括生产资本(如表现为对厂矿企业的投资) 、财务资本
(如表现为对债券、股票的投资)和对外的资产与负债(如中
长期贷款)。

从长期资本的流动形式来讲，主要有以下三种:
1．国际直接投资

2．国际证券投资

3．国际中长期信贷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自14世纪出现国际资本流动以来。

一、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早期国际经济往来大部分是国际商品和劳务贸易，有形
贸易占绝大比例，因此，早期国际金融理论的研究重点主
要是汇率决定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

1．重商主义的有关资本流动理论

重商主义者是在货币等于资本的思维方式下来阐述有关
国际资本流动问题的。主张国家不应禁止货币输出，而应
当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
必须保证顺差，只有顺差才能使国家积累货币财富。顺差
越多，国家就越富有。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2．古典学派的有关资本流动理论

主要代表是休谟和李嘉图。

休谟认为只要世界各国相互保持贸易关系，则一国对外贸
易的货币收支差额的有余或不足将会自动地得到调节，从
而使各国的贵金属出现均衡分配

而李嘉图则认为在纸币和金属货币混合流
通下，只有金属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其他国
家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认为进口增加、
出口减少既然完全可以由货币量的增加来
决定，那么，进出口逆差就只是贵金属外
流的结果。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3．利率差异理论

是以借贷资本的国际资本流动为考察对象的。这种传统
理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资本要素
的价格(即利率)存在差异，而利率的这种国际差异又是由
各国资本要素的相对供给量不同造成的。如果资本要素
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那么，当A国资本比B国资本更稀
缺时，A国的利率必定高于B国，B国资本必将为高利率所
吸引而流向A国。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二、近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1．俄林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伯尔蒂尔·俄林(1899—1979)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

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方面，俄林论述了汇率和利率这两个
因素所引起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关于利率变动引起的短期资本移动，俄林认为，国际收支
逆差几乎总是与货币市场上银根紧缺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

俄林认为，利率的上升还以另一种方式导致资本的转移，
即国际有价证券国内看跌，较高的货币利率便产生一种直
接的影响，使得以借钱来持有证券变得愈加困难和成本高
昂。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2．金德伯格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查尔斯·普尔·金德伯格(Kindleburger)是美国著名的国际
经济学家，他于1937年出版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书被认
为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金融理论研究中的名著之一。

金德伯格认为，在汇率自由浮动的纸币制度下
，黄金流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不一定能发挥
作用，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手
段。金德伯格的分析表明，在固定汇率的纸币
制度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能够完成对国际长
期资本借贷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任务，而根本不需要黄金的输入和汇率的变
动。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三、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1．垄断优势论
垄断优势论是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首先提出的。海默
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具备比东道
国的同类企业更有利的垄断优势。投资者凭借这两方面
的垄断优势，在没有或者短期内不可能有这种优势的东
道国投资办企业，自然会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独占
当地市场，轻松地赚取高额利润。



2．邓宁的国际生产优势论

英国教授邓宁是跨国公司研究领域中备受推崇的学者。
邓宁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之所以特别重视企业
特定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是因为当时在制造
业中，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产
业，以及具有高度差异化产品特点的消费品产业中。



3．尼克尔博克的寡头反应论

1973年，尼克尔博克从保持竞争优势的目的来解释寡头
市场结构中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他认为，由于在寡
头市场结构中只有少数大厂商，因此，他们互相警惕地注
视对方的行为，如果有一家率先去海外投资设厂，就会打
破原来的竞争平衡，率先取得更多市场份额而在竞争中
领先。



4．现代货币危机理论
现代货币危机理论是伴随着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固定汇
率制度逐步被放弃、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被采用的国际金
融格局不断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克
鲁格曼在1979年正式建立了旨在研究货币危机的国际收
支危机模型。自此以后，有关研究货币危机的论文和专著
开始大量涌现。现代货币危机理论一般多是以货币危机
模型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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