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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1年底歐盟深陷在歐債危機當中，歐洲金融市場人士紛紛預測歐元

的命運已經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歐洲單一貨幣的體制正面臨生存

關鍵。2012年對歐盟各國領袖將會是嚴酷考驗的一年，歐債危機已經擴大

到社會動亂與政治不穩定多面向的危機，並已在歐盟國家中蔓延。幾乎歐

元區內的決策者、分析家、銀行業者都一致用悲觀態度預期 2012 年歐洲

所面臨的歐債危機。當前歐債危機不僅直接衝擊著歐盟整合的信譽與希

望，更擴大影響到全球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復甦希望。 

歐債危機於 2009年下半年從希臘爆發後，立即波及西班牙、愛爾蘭、

葡萄牙。2011年歐元區內的第三大經濟體義大利，主權債劵收益比也突破

歐盟所設定的關卡，更大的危機隨即爆發。從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而引起的

全球金融風暴已經造成全球經濟衰退，隨即衝擊歐洲抵押貸款市場、消費

者支出以及家庭與企業的實質經濟狀況，最後在銀行業過度擴張的歐洲引

發公債恐慌。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單一歐洲國家的問題，已經成為歐盟整

體的嚴厲挑戰。雖然眾所周知相關政府失職、過度舉債、制度缺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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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惡性循環，而導致歐債危機的爆發；究其實，公部門與私部門長期過

度的負債，面對金融問題的政治動作與口號是造成危機的直接原因。整體

債信危機所凸顯的真正挑戰不僅僅是個別國家的問題，更是歐洲六十餘年

來的整合努力與建構區域合作模式，其成敗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在國際社會中，歐債危機持續發展使歐盟實力弱化，加上美國正處在

金融危機當中，傳統的強權實力已經不再，當美歐先後發生金融危機之

後，均期待新興經濟強國尤其是中國的協助，這也印證了這幾年來全球權

力逐漸東移的趨勢。歐債危機當中，歐盟幾度期待新興經濟國家的出手奧

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政治結構正因此而產生劇烈變化，原先象徵世界經

濟力量的三股勢力：美國、歐盟、以及以日本為首的東亞，因為美歐相繼

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日本經濟發展趨緩又遭逢重大災難衝擊，三強已經

呈現弱化之勢。代之而起的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強國（或是以金磚四

國為先導的新興經濟體）主導世界經濟發展動力，美歐居次。所以，中國

在歐債問題上的作為以及美國對歐債的表現，呈現出當前國際社會中三大

勢力間微妙的力量調整，同時，也關係到中國與歐盟、中美關係間的強弱

變化形勢。 

 

二、歐債危機對歐盟在國際上的影響 

歐債危機的出現直接衝擊到全球股票與金融市場的榮景，歐盟迄今在

紓困方案中打轉，不僅使國際市場對歐盟整體的金融穩定性產生疑問，也

對歐債是否繼續擴大蔓延也出現擔憂。歐盟的整合機制自此也面臨重大挑

戰，德法領袖現正面臨痛苦抉擇，是否將債務問題衍生成金融危機的國家

暫從歐元區內分割出去？若果歐元區真分成兩個區之後，會不會對歐洲整

合的長期目標產生衝擊。 

OECD 今年 11 月曾經指出，歐債危機的擴大可能會使美國甫恢復生

機的經濟遭逢更嚴重的威脅。2011年底歐洲各國的經濟評估與檢討，都反

應出歐債危機爆發後對界經濟的衝擊甚大，而其中東亞的經濟成長受到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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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最大，尤其是亞洲主要股票市場 2011 年的跌幅甚大：日經指數下跌

17.3%，香港恆生指數下跌 20%，上海綜合指數也下跌 22%，台股則跌幅

達 21.18%。這些不穩定的經濟貨幣變動訊息，更讓世人對歐洲經濟在 2012

復甦的可能性投下陰影，這似乎也預告新年當中，世界經濟將會面臨到更

嚴峻的考驗。 

雖然歐盟已特別針對其現有鬆散的機制進行改善措施，在這段時間內

加強整合會員國的貨幣規範，並進一步在相關會員國中推動金融改革，也

確實做到過去少見的內部合作努力。對於歐洲整合的深化推動具有相當重

要的意義，金融危機也促使歐盟各會員國不得不接受更嚴謹的金融規範條

件要求。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各界對於全球經濟復甦的信心仍舊相當有

限，歐盟整體在這一波的債信問題之後，經濟衰退更趨明顯，連帶的在國

際上實力也大受影響。未來歐盟將須盡全力維護歐元的完整性與歐盟經濟

體質的穩定，各國政府公債相繼到期後的處理和南歐諸國的政經結構均需

要重新進行調整以因應債信危機所帶來的嚴重衝擊。 

 

三、美國對歐債的態度 
美國與歐盟高峰會於 2011 年 11 月 29 日在華府舉行，雙方就歐債危

機深入討論，雖然美國並未立即承諾提撥金援協助方案，但歐巴馬卻明確

說明美國已經預備盡美國的力量協助歐盟解決債務危機。特別是美國與歐

盟間的經貿往來密切，一旦歐洲發生經濟困難、市場萎縮，將會立即衝擊

美國的出口，加重造成失業問題，這也將衝擊歐巴馬競選連任總統的選

情。歐巴馬在早先召開的 G20集團會議上，也表達相同政策立場。除此之

外，這段時期來歐巴馬也經常與法國總統沙柯奇和德國總理梅克爾討論歐

債解決之道，推促歐洲儘早落實紓困方案。但是美歐高峰會議期間，歐洲

金融市場的發展因為德國政府公債拍賣不順、OECD在最近發布的經濟展

望中指出歐元區的危機正在惡化中，金融市場上的評估更明白指出歐債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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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將使所有歐元區內的政府債信受到質疑。雖然美國政府表態盡可能全力

協助歐盟應對債信危機，但卻未見實質性的挹注，也使全球金融市場並不

看好短期內可以解決歐債問題。 

由於自 2007 年底起美國金融因為次級房貸長期累積的弊端逐漸出現

問題，美國最大房貸業者全國金融公司宣布倒閉，引發歐美股市重挫，隨

後爆發全球金融風暴。美國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失業人口增加、市場呈現

蕭條之勢。由於美國與中國和歐盟的經貿往來甚為密切，一旦歐債危機擴

大勢將使歐洲國家市場萎縮，美國的產品將因此喪失出口市場，經濟動能

更將受到衝擊；必然增加美國經濟對中國和東亞的依賴。自全球金融危機

爆發以來，美中關係也在新的背景因素下發展與建構，美中之間的權力與

影響力都更加接近，美國不論在外交上、 安全上、經濟上均尋求與中國

進行更全面的交往與互動。歐洲的進一步弱化將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

美國將會伺機努力協助歐洲國家解決危機的挑戰。 

 

四、中國對歐債的態度 

中國與歐盟是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在 2009 年歐債危機爆發後，中

歐之間持續保持密切的高層接觸與磋商。雖然胡錦濤和溫家寶於 2011 年

相繼訪問歐洲時，均表示重視與尊重歐洲整合發展，但卻表達歐洲應能自

己解決問題，中國並未提撥金錢協助歐洲解困。然中國實質上自 2009 年

歐債爆發以來，即穩定購買歐元債卷，持續持有歐元債卷，在最困難時刻

幫助了冰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義大利等國。目前中國在其持有的

外匯儲備總額中歐元仍佔有其總體的 25%，同時中國還參與歐洲金融穩定

基金的認購，這也反應出中國用實際行動對歐元投出信任票的作法。中國

的實際行動雖然在歐洲遭到一定程度的懷疑，但是透過認購歐洲公債，在

發生歐元危機之際重返歐洲金融市場，代表著中國對歐元的支持力道，必

然因此提昇國際金融界對歐元區的信心，確實讓歐洲國家對於度過危機有

相當大的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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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角度判斷，到底中國應該在面對歐債時採取何種立場？從大陸

內部的討論中仍見到許多不同的聲音，但是中國認為「幫助歐洲就是幫助

自己」，所以還是採取了積極的戰略作法。主要的原因有下列數項： 

（一）因為歐盟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合作夥伴，也連續第六年成為中國

最大貿易夥伴，同時歐洲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出口

市場。這層密切的互動關係，也使得中國考量是否應該協助歐盟面對歐債

時，能夠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二）目前中國採取外匯儲備多元化方針，歐債危機的直接衝擊便是

使歐元出現動盪現象，為了減少中國大量外匯儲備產生貶值的風險，就是

要讓歐元能夠堅挺下來，才不會使美元成為壟斷性的世界貨幣。因此，只

要歐元不貶值，人民幣的國際化就不會受到干擾。中國於是採取「不減持

歐元債卷，支持歐元保持穩定的政策」。 

（三）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其海外投資更加引人矚目。尤

其在歐債危機發生之後，歐洲內部資金極度短缺的時機，中國可以利用來

擴大對歐洲的直接投資。特別是中國海外投資的內涵正由資源性到投資技

術資產型方向改變調整，鎖定歐洲高科技的產業作為投資目標。 

 

除此之外，中國對歐債危機的政策導向除了利人利己的思考外，從國

際政治的角度觀察，也反應出兩個主要面向的政策思維：掌握時機進行投

資、深化中歐合作。中國大量累積外匯儲備具有足夠的外政策工具，當歐

洲深陷債信危機之時，對歐進行投資，可以提早掌握歐洲相關產業的資

源，從而深化中歐關係，有利於未來中歐關係的互動與高科技的獲得。 

 

五、結論 
歐債危機已經成為 2011 年全球經濟發展的遲滯原因，更可能形成

2012年經濟蕭條的主因。歐洲各國開春後即將立即面臨巨大歐債償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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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南歐各國的經濟狀況難以在短期內有起色。歐債危機的出現使歐

元強勢貨幣的角色不再，然而中國政府卻尚未準備好讓人民幣形成國際性

貨幣，使其可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因此，儘管美元的體質已經不若當

年，但因美元的體系龐大全球流通，仍然是世界各地投資者偏好持有的貨

幣，所以，美元的重要性並不因全球金融風暴而弱化在市場上的價值，反

而，受到更多青睞。 

歐元弱化趨勢已相當明顯，歐盟勢必要進行內部機制的改革，以面對

危機與未來發展之局。在美元和歐元相繼弱化後，更加突顯人民幣的角色

與重要性，對於美、歐和中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上的分布，確實已造成相當

程度的影響。歐債危機何時可以解決目前還是未知數，但勢將促使國際經

濟結構進行相當程度的調整，自然也會影響到大國之間實力的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