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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官“不忍”驱逐
断供者暂免流浪街头

美国伊利诺伊州库克县治安官托马
斯·达特8日说，治安官办公室将暂停驱逐辖
区内断供房住户。他说，不少按时缴租的房
客居住在这些抵押品赎回权遭取消的房屋
中，随着金融危机之下房屋断供增多，治安官
办公室已多次置无辜者于无家可归的境地。

库克县拥有超过500万居民，是全美第
二大县。县治安官达特的辖区包括伊利诺伊
州最大城市芝加哥市。达特说，2006年，库
克县法院受理了1.8万宗抵押房屋赎回权遭
取消案件。随着次贷危机爆发，这一数字去
年猛增到3.2万，今年则可能突破4.3万。

法院一旦确定要驱逐断供房住户，作
为执法部门的治安官办公室就会派人执
行。达特说，自己的办公室今年需驱逐的
家庭总数可能突破 4700 个，而在两年前，
这一数字只有 1771 个。他说，根据法律，
一旦确定收回房屋，租住这些房屋者在搬
出去前可得到90天缓冲期。但很多时候，
这些房客在治安官办公室人员上门驱逐他
们时才知道自己的住所已收回。

达特说：“一开始只有几起这样的案件，
但数量不断增多。过去一个月里，我们驱逐
的住户有三分之一是这种情况。我受够
了。”“我们将不再参与这种极不公正的事
情。”达特在芝加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政府
考虑银行“国有化”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8日说，先
前获国会批准的金融救援计划赋予他向银
行系统注资的宽泛权力，不排除在必要情
况下实施银行“国有化”的可能。

保尔森当天在首都华盛顿告诉媒体记
者，国会本月 3 日通过的法案赋予他宽泛
权力拯救金融机构，不仅限于购买银行资
产负债表上与抵押贷款有关的资产。

“动用可以用的全部资源强健金融体
制，是联邦政府的政策，”保尔森说，“我们
将把所有可利用的工具发挥到极致，包括
加强各种规模金融机构的资本化程度。”

《纽约时报》9日援引财政部官员的话
报道，这项金融救援法案授权保尔森向提出
请求的银行直接注资。与此同时，财政部有
权获得银行控股权，包括那些经营状况尚佳
的银行。报道说，银行“国有化”方案刚具雏
形，具体运作方式仍不明确。不过，实施“国
有化”似乎将以银行自愿为原则。

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 8 日
上午宣布一揽子银行救助计划。根据计
划，英国政府将向各大商业银行注入 500
亿英镑（约合 861 亿美元）资金。作为回
报，政府将获得银行优先股，并以固定利率
获得利息。

这场金融危机已升级为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一个伴随痛苦
的漫长过程，没有快速疗法。 ——《纽约时报》

冰岛三大银行被接管
处于破产管理当中

连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北欧小国
冰岛出现严重金融动荡，陷入“国家破产”边缘。

目前，冰岛三大银行机构均陷入困境，已
全部被政府接管，正处于破产管理当中。8
日，冰岛总理哈尔德说，冰岛将需要几年时间
才能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影响全球
的金融危机，冰岛的银行机构受到严重冲击，饱
受资金短缺之苦。据报道，冰岛居民近来发现，
无法从该国部分银行机构取款或转移资金。

由于冰岛银行机构在许多欧洲国家拥有
业务，在该国陷入金融危机后，瑞典等国已向
其提供帮助。瑞典央行8日宣布，将为冰岛第
一大银行的瑞典分支机构提供50亿瑞典克朗
（约合7.0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冰岛政府还
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谈，但
目前尚未决定是否正式向该组织求助。另
外，冰岛政府还提出从俄罗斯筹资40亿欧元，
有关谈判定于本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

冰岛为北欧小国，人口约为 32万人，经
济总量约为 190 亿美元。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冰岛股市一度繁荣，刺激了该国银行业的
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冰岛银行业相对于其
他经济部门过度快速扩张，这为当前危机爆
发埋下了隐患。而由于银行业在经济中所占
比重过大，金融危机将对冰岛整体经济产生
严重冲击。

面临“国家破产”
巴基斯坦要借百亿美元

巴基斯坦被标准普尔调降债信级别为
CCC+，这是仅高于破产的评级，显示巴基斯
坦已经濒临国家破产边缘。巴总统打算下
星期派特使团去美国借钱。

巴基斯坦今年来股市市值蒸发超过1/3，
最近标准普尔又调降巴基斯坦债信为最末
等，再加上巴基斯坦即将有30亿美金的外债
到期，看来巴基斯坦正处于破产边缘，或许
会比冰岛更快垮台。

报道称，9 月才当选巴总统的扎尔达里
打算下星期派特使团去美国借钱，但他一开
口就要借百亿美金，美国如今都自顾不暇，
哪有余钱可借？

据了解，巴基斯坦的外汇存底只剩81.4亿
美元，创历史新低，由于高油价和通货膨胀的
影响，巴基斯坦外汇存底在9个月内缩水67%，
屋漏偏逢连夜雨，巴基斯坦卢比又频频贬值，
至今已贬值21%，通胀也高达25%。 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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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国央行联手救市并没让股市止
跌。由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抵
消了一些公司财报利好消息的影响，9 日
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盘中跌幅达到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
林斯潘曾被奉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
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实际掌舵人。但随
着美国金融危机逐渐深化，格林斯潘的

“传奇”正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认
为，格林斯潘当初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
流动性过剩；而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
自流立场，使这些被“股神”沃伦·巴菲特
视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的衍生品
最终引爆了美国金融市场。

全球联手救市，药效不太大
冰岛、巴基斯坦都陷入国家破产边缘

美国准备银行“国有化”英国将向银行注入500亿英镑

华尔街造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工具”
用华尔街的话说，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是一

种风险“对冲”工具，用来为股票、债券、抵押贷
款等其他投资提供“保险”。

上世纪80年代时，金融衍生品仅是金融市
场的“小兄弟”。由于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资金杠
杆，市场景气时回报率惊人，因此华尔街不断

“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到2002年，这一市场规
模膨胀到 106 万亿美元。现阶段，金融衍生品
的市场规模是531万亿美元。

高回报必然隐藏高风险。清醒的投资者对
金融衍生品保持足够警惕。有“金融大鳄”之称
的乔治·绍罗什在其他投资市场呼风唤雨，唯独
对金融衍生品敬而远之。他曾表示搞不懂这些
金融工具的“原理”。巴菲特5年前就警告说，这
些金融产品的潜在威胁堪称“致命”。

而据《纽约时报》9日报道，在这些金融精
英的质疑声中，只有一个声音坚决维护金融
衍生品市场。他就是 1987 年至 2006 年掌舵
美联储的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放过“魔鬼”
格林斯潘对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

至当这些金融产品初现“魔鬼面孔”、美国一
些国会议员和华尔街人士提出监管意
见时，他坚决反对。由于格林斯潘当时
威望如日中天，国会无人敢擢其缨，议
员提出的监管意见都无疾而终，以至华
尔街贪婪的投机者让金融衍生品市场
越滚越大，最终把美国乃至世界其他金
融机构卷入其中。

早在 1997 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
委员会着手规范金融衍生品。时任委员会主席
布鲁克斯利·博恩女士认为，这些不透明的交易
工具可能损害市场乃至美国经济，要求交易商
披露更多交易细节和风险准备金情况。

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
宾强烈反对博恩的意见。格林斯潘甚至告诫博
恩，她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一场金融危机”。

到了“清算”格林斯潘的时候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格林斯

潘在美联储主席任期内采取不同的
政策举动，也许眼下这场金融危机
可以避免，至少不会发展到如此严
重境地。

“显然，衍生品是这场危机的中
心，而他（格林斯潘）是支持放任不管
的领军人物。”圣迭戈大学金融监管
专家弗兰克·帕特诺伊接受《纽约时
报》采访时说。

格林斯潘任职后期，金融衍生
品的风险已经引发巴菲特等投资巨
子的警觉。巴菲特 2003 年在写给旗
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年
度报告中说，巨大的信用风险已集
中到一小撮衍生品交易商手中，“一
人遇到麻烦，将迅速传染给其他
人”。

在市场眼中，昔日一言九鼎的格
林斯潘显然已经走下神坛。《纽约时
报》说，最近几月，格林斯潘越发淡出
公众视线，抛头露面次数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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