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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部
分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偏居世界一隅的它们，虽然，这种关注有点
苦不堪言。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４０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
投机者从５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推翻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
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

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纽约道·琼斯指数、伦敦
和东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泥潭。

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涉及之广令全球为之震惊！
在此，我们特推出这一系列，以飨读者。　———编者

索罗斯血洗东南亚

小刘在某外企任职，因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泰中之间，可是７月的
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着实赚了一笔———１美元兑换的泰铢突然
变多了。稀里糊涂的他还以为是银行的小姐弄错了。事实上，泰国人的国际
购买能力在这一天锐减１６．７％，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正登滩东南亚。

１９９７年１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
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
其目的很明确：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
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
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
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
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
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
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５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

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
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１２０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
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
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
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
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



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
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６月份，投机
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
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
来。为了稳定军心，６月３０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
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
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３０
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
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１３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
泰铢重挫２０％，７月２９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８月
５日，泰央行决定关闭４２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
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４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
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７月１１日，菲央行宣布允
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
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
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
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
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
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
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
入这一泥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
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
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
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
识正在加深。７月２５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
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
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
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
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
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
得那么孤单。

８月５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
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８月１１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
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
总共１６０亿美元（后增至１６７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
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１０亿美元的贷款。８月２１日，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宣布给予泰国总值３３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
突然不再攻击。８月２０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
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
然欢乐还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
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
血迹。８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
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
荡东南亚。进入９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
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１０月１９日，泰国财政部长
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

直到１１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４个多月的黑色风暴
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
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恐怕非泰国莫属，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
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国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形象令
人神驰目晕，一个小业主回忆说：“好像我们挺有钱，以至于每个人都着手
准备去买奔驰。”他们热衷于海滨别墅，瑞士欧米茄、法国ＸＯ、德国奔驰、
日本松下。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年也潇洒地安排去欧洲旅行；孩子送到私
立学校⋯⋯当你在曼谷郊外碰见一个乡下主妇，甚至街头叫卖的小贩，说不
定就是股票大军的一员；“钱来得太容易了”，那时候，他们会以这么一种调
侃的语气说正准备去欧洲旅行。可是现在，泰国人目瞪口呆地瞧着索罗斯之
流从他们手里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家庭轿车被警察拖走、失业开始困
扰自己、浪漫的欧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转到便宜的公立学校⋯⋯马
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
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泰国一银行行长差旺说：“我
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流氓强盗剥夺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我们只想
说，你不就是要钱吗？”对所有的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曾拥有一大笔财
富瞬间化为乌有，萨马特电讯公司总裁查奴瓦斯特说：曼谷人甚至还没来得
及享受荣华，汽车刚下生产线，房子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但他们已经失去
了一切。印尼音乐家邦尼勒古马赫为买一幢梦中花园而奋斗了３０年，正准
备迁入时，风暴来了，“我不得不退掉它。”他说。

一个为吃饭而忧的时代，一个需要省吃俭用的时代已不可避免，但曾
经沧海的感觉，让他们仍沉浸在富有的回味中。在曼谷市中心的广场里，有
小贩在声嘶力竭地叫着出租衣服，“你可以租到任何东西，私立大学的学生



们为了保持体面，几乎从头到脚都租。”小贩说他的生意还挺火的，礼拜天
的商场里，依然人头攒动，唯一不同的是：囊中已羞涩，只能闲逛。就像许
许多多的北京老人遛鸟一样。

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只能傻看着自己５０％甚至更多的财产无影
无踪而去，据估计，从３月到９月，马来西亚排名前１２位的富翁，仅在股
票市场就损失了１３０亿美元，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子女们也被迫出售他们的
公司，以免颗粒无收局面的出现。“过去的世界不复存在。”泰国第三大银行
农业银行总裁拉姆萨姆如是说。

曼谷奇异的风光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吉隆坡的高楼大厦依然那么鳞次
栉比；可是，曾经的富有与现在的贫穷的鸿沟却是那么遥不可及。“这不仅
仅是一种失落感”，泰一大学教授无奈地叹气。

直面现实，也许这是东邻人最痛苦又最无奈的选择！
三个月之后，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登滩港岛———狼终于来了。

黑色星期一

也许，在许许多多的香港人的记忆当中，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的香港“股
灾”就像一场噩梦，至今仍心有余悸。

１９９７年的金秋１０月，又一轮“大熊市”席卷整个香港股市。１
０月２０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１０周年纪念日，正因
为此，它成了投资分析家们最为焦灼不安的一天，然而，恐怖气氛却并未在
华尔街股市出现，恰恰相反，道·琼斯指数一周之间跌落２１０点之后，当
天却反弹了７４点。

正当投资分析家们额手相庆之际，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早已危机四伏、
暗潮汹涌。事隔１０年之后又一个“黑色星期一”开始降临，只不过，这次
笼罩的是有购物天堂之称的香港。

１０月２０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１０月２１日，香港恒生指数下
跌７６５．３３点，２２日则继续了这一势头，下跌了１２００点。２３日，
对于港元前景的担忧使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上扬，２１日仅为７％左
右的隔夜拆息一度暴涨３００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更连续第四次受
挫，下跌达１０．４１％。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表示，香港基本
经济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到外围因素暂时投机影响，投资者不必恐
慌。他说：“我不认为这是股灾。”他认为，无论如何，特区政府首先是要捍
卫港元汇率。虽然此前一天晚间有炒卖港元的投机活动，但此时炒卖活动已
被平息。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总裁任志刚也发表讲话，声称金管局
已于前一天晚上击退炒家。

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和金融
管理人士的信心感染了投资者，２４日，在连续４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
港股市在这天强力反弹，恒生指数上升７１８点，升幅达６．８９％，２７
日，曾荫权再次重申，香港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改变，在这次活动中受
损失的只会是投机者。

此时，全球各地股市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２７日，纽约道·琼
斯指数狂跌近５５４．２６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
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８００多点。２８日香港恒生指



数狂泻１４００多点，跌幅达１３．７％，全日最低达８７７５．８８点，
以９０５９．８９点收市，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股
市的震荡已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因素了。

对此，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强调，香港股市的震荡只是暂时性的调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表示，香港股市以往也出现过这种波动，不足为怪，
港股波动是特区政府要自行处理的事物，中央政府将依照“一国两制”的原
则，不会直接干预香港的股市和港元汇价。北京方面对香港整体经济仍充满
信心。

特区临时立法会财政事务局局长在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社会对于稳
定联合汇率制度十分关心，关于市场的运作，特区政府的一贯政策是“自由”，
行政干预应减到最少。

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则劝市民保持冷静，反应不要过敏，入市时
要审慎并要量力而为。

香港舆论则表示了强烈的信心，《星岛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过去，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后，本港会很快复苏，而且更加蓬勃，这次亦应不例外。
美国财政指出，自１９８７年全球股灾后，香港股市过去１０年的回报率居
全球股市之首。

经过九七股灾后，本港只要大力发展经济，十年后的回报率又可能是
全球之最。”

港币保卫战

由索罗斯所引起的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如火山喷发般地震惊了全球，
身处震源中心的泰国、马来西亚自是苦不堪言。另一面，隔海相望的香港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绷紧了自己的神经。人们都意识到：这股“黑色金融暗
潮”登滩港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面对国际金融炒家们咄咄逼人的气焰，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谨慎地表示，香港特区的外汇储备丰富，经济正稳步
增长，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背后有强大祖国的支持。所以这一风暴对香港
不会形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１９９７年８月份，投机商就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
了冲击，８月１４日和１５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
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３个月或６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
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７．７５／１。７．７５被称为港
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
高同业拆息去迎击投机者。金管局提高对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
的头寸交还回来，让那些借钱沽港元买美元的投机者面对坚壁清野之局，在
极高的投机成本下望而却步。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即８月２０日使港市恢复
平静，投机商无功而返。

然而，人们心里非常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
斗终不可避免。香港当局更是未雨绸缪，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提醒这
批“金钱游鳄”不要轻举妄动。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
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正在英国访问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离开伦敦前强调，
特区政府有极大的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财政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
仕仁一起会见传媒，重申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选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



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希望香港民众稍安勿躁，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呼
吁所有人保持冷静，香港总商会发表文告声明支持联系汇率制度，并呼吁金
融市场中人冷静思考，重新检视香港经济根基，从而稳定市场。曾荫权在一
次投资会议上说：“我要重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货币制度或我们同美元
的关系，拿港元投机而丧命的只有投机商。”国际投机者三番五次狙击港元
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
市场上获益，他们的做法是，先在期指市场上积累大量淡仓，然后买上远期
美元，沽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
提高息口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推低股市与楼市，这时投机
者便趁势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
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换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
元汇价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狠捞一笔。

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
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
港股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主要是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
市，２４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讯
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也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令红筹、国企喘定并作反弹。
加上祖国内地减息亦成大市上扬的题材，这些因素令恒指急速反弹。在股市
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告一
段落。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大加赞扬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及其同僚把这次危机
处理得“实在值得赞赏”。这场较量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难取胜而告终，
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它迫使更多的人去
思考。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于公开表示，港府将尽快进行内部检讨，并约
晤学者和商界人士，总结这次金融风潮，寻找更好反击之法，以防范港币再
受到外汇投机的狙击。

像一场瘟疫，东南亚的这股“金融飓风”已不仅仅满足于在东南亚横
行一时，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东京股市继２７日大幅下挫后继续暴跌。
１０月２７日，美国道·琼斯３０种工业股票指数狂泻５５４．２６点，成
为历史最大的日跌点。

当天上午，在道·琼斯指数下跌５５０点之后，有“电流中断器”之
称的股市运行安全机制立即停止了股票交易。

与此同时，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莫斯科、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
斯、墨西哥城的股市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震动，跌幅之大，令人目
瞪口呆。

韩国，好景不再

刚刚过去的１９９７年，对韩国来说，整个一个“病猫”模样。事实
上，一度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曾因其高速增长而跻身于经济合作
发展组织，成为先进国家俱乐部之一员，并且以亚洲的经济典范的形象出没
于国际舞台，可是今天，“雨横风狂三月暮，无计留春住”，昔日的繁荣已被
“雨打风吹去”。韩国人纷纷表示：“我觉得如此丢人现眼。”韩国企业界公
开宣称：“我们已完全失去经济自主权。”《韩国日报》甚至将去年１２月３



日与国际货币基金签署的协议，与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９日的“国耻日”相比，
那一天，正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的日子。

韩国的经济何以脆弱到如此不堪一击的地步呢？刚迈进１９９７年的
门槛，接二连三的打击就源源不断地向韩国经济涌来。首先是年初爆发了大
罢工。到了１月底，又揭发出韩宝集团巨额票据拒付丑闻。正当以上两个问
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年初以来的日元贬值又开始给出口以沉重打击。

１月２３日，韩宝钢铁工业公司无力偿还借款，拉开了１９９７年一
系列大公司破产序幕。韩宝破产的消息使汉城股市指数下跌２．８％；３月
２２日，三美综合特殊钢公司的破产导致韩国证券交易所连续四天行情下
跌；４月２１日，韩国最大酿酒集团商真露公司因债台高筑而倒闭，其债权
银行将它列入援助计划；７月１５日，韩国第八大集团企业起亚集团无力偿
还其１０万亿韩元的债务，成为最新一个银行援助对象。韩兴、代龙等集团
或宣布破产或因为政府的干预而成为待援的“病人”⋯⋯随着大企业集团的
相继破产或濒临破产，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源于东南亚的
这股金融祸水则不失时机地将韩国这只“病太极虎”推向深渊。

从去年１１份开始，韩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屡破历史最低纪录，１１月
６日更是惨跌至９７５韩元兑１美元的新低。１２月１２日最终跌至１８９
１．４０韩元兑换１美元。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即从９月份的８９０韩元兑
换１美元疯狂贬值５０％以上。同时，外汇市场的衰退也波及到国内股市，
股票价格指数跌破３５０点，创１０年零８个月中的最低水平。韩元贬值，
促使韩国１０月份出口值创１２５．８亿美元的新高，但是这同时又意味着
外债扩增和进口成本升高，抵消了出口竞争力改善的好处。

面对这种千疮百孔的局面，韩国政府奋起还击，竭尽浑身解数以拯救
崩溃中的韩元。

１１月１９日下午，韩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稳定金融形势的措施，如
放宽韩元汇率的浮动限度，提前开放中长期债券市场，对经营不好的金融机
构实行限令改革和兼并。

临危受命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宣布，为了改善金融业的
结构，提高韩国经济的对外信誉、稳定金融市场，政府将把目前２．２５％
的韩元汇率日浮动限幅，扩大到１０％；把原计划在１９９９年以后开放的
中长期公司债券市场提前到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份开放；为了在金融产业结构
调整过程中保护储蓄者的利益，韩国政府将保证支付在各种金融机构中储蓄
的本金和利息，直到２０００年年底。

他说，在开放债券市场时，为了防止外国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所造成的
副作用，韩国政府将把外国人对每个项目的投资额限制在３０％。同时，政
府将把外国银行驻韩机构兑换韩元的金额从１０亿美元增加到２０亿美元。
政府还将着手向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大量筹措外汇。

林昌烈说，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为偿还债务进行的现金借款，政
府将在１９９７年年底之前加以限制，在１９９８年１月份以前，政府将完
成对各种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调查，把信贷社之类的综合性融资机构分为Ａ
ＢＣ三个等级，限令Ｂ级融资机构改善经营，要求Ｃ级融资机构接受兼并，
如果拒不执行，政府将采取强迫措施。他说，政府对银行也将实行类似的措
施。

韩国中央银行也拼尽全力进行市场干预，以试图止住韩元的疯狂下跌，



但无奈外汇储备只有３００亿美元，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韩央行
的干预就显得有点苍白无力。而且，中央银行在市场干预失败后，外汇储备
仅剩可怜的７０亿美元，远远不够１９９７年年底和１９９８年到期的１１
００亿外债。

在这种状况下，韩元兑美元汇率继续下跌，其国内股市也一再疲软，
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至此，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日本等寻求紧急贷款援助。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和韩国签署援
助协议，该组织向韩国提供２１０亿美元备用信贷。另外，世界银行将提供
１００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提供４０亿美元，其它国家提供２００亿美元。援助总
额为５５０亿美元。但这种援助的条件却极其苛刻，此时的韩国，有奶便是
娘，已顾不得那么多了。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韩国政府被迫答应
落实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以及废除当初使韩国发展成为“经济之虎”的重要
经济体制和做法，包括整顿金融、紧缩对大财团贷款、降低经济成长率等多
项配合措施。这项金援计划不但打破金援纪录，受援国所须进行的调整幅度
之大亦属少见。事实上，这一计划的签订几乎等于向国际上承认韩国整个经
济体系的崩溃和自主权的丧失，也标志着显赫一时的韩国经济发展奇迹已成
为过去。

由于５５０亿美元的介入，再加上韩国政府表示将放宽外资持有股份
的限制由２３％提高到５０％。在随后的一周，汉城股市终于开始持续上扬。
韩元汇价也有回稳上扬迹象。可好景不长，１２月７日，韩国第１２大工业
集团汉拿集团宣布破产。这一消息使刚喘了口气的韩国金融又跌入深渊。从
８日到１１日，汉城股市持续低迷，韩元兑美元汇价连续下跌。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１日，韩国一家电视台报道说，韩国中央银行行
长李经植已表达辞职之意，以示对韩国目前的经济危机负责。自韩国发生金
融危机以来，在不到１个月的时间里，已有两名高级政要下台（１１月１９
日，韩国财政院院长姜庆植辞职）。

１２月１３日，韩国总统金泳三紧急会见金大中、李会昌、李仁济三
位总统候选人，就克服国家的经济困难问题进行协商。希望他们配合政府克
服当前的困难，在选举结束后举行的临时国会上，顺利通过与克服金融危机
有关的金融改革法案，紧缩１９９８年预算的修正案和发行国债的提案。四
人一致表示，将遵守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协议，为早日恢复国家
的金融稳定而努力。

在金融风暴的猛烈打击之下，韩国经济与市场几乎陷入了瘫痪。韩国
人的坚韧、团结的民族精神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众人相助、同心救国。民
间发起了一人一元救国的运动，百姓主动把手中的美元存入银行，帮助韩国
经济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旅行社鼓励人们尽可能在国内游玩，市政机关敦促人们为韩国本国的
利益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如减少驾车出游的机会，节省１０％的工资，调
降室内温度以及减少逛街购物和外出用餐等；那些旅居国外的其他韩国人，
也纷纷把钱存进韩国银行海外分行，以期增加韩国的外币持有额，同时，他
们还积极筹款汇回汉城，帮助国家走出困境。

韩国最大的报纸《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决定从１９９８年１月



８日起减少版面，与国民共同克服经济困难和外汇危机。
韩国政府向所有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发布了一项“勒紧裤腰带”方针，

要求公务员至少将薪水的１０％存入银行。这项方针还包括“公务员每１０
天有一天不开车”的节约措施。

韩国内阁部长们在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上决定把各自薪金的２０％上交
国库，同时各级副部长们也决定交出２０％的薪金。

随着ＩＭＦ援助贷款的及时甚至提前到位，韩国金融市场激烈动荡的
局面正在逐步得到控制。但截止目前，韩国经济仍在低谷中徘徊。飘荡于汉
城上空的那股黑色旋风随时会带来新一轮腥风血雨。

韩国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之惨重、影响之巨大、教训之深刻令人瞠
目结舌。

自去年以来，韩国企业蒙受了至少３万亿韩元的兑换差额损失，外债
本息的偿还额增加了４亿韩元。一些财大气粗的大家族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
己的资产在几个月之内缩水达数十亿美元，同时，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数
大量增加，目前实际失业率已高达１１％，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对韩国
人来说，昔日的繁荣已不再。

经济危机引起政治的动荡。泰国总理差瓦立在一片怒骂声中黯然而去。
川·立派临危受命，面对一塌糊涂的局面，川·立派纵有回天之术也无可奈
何。

那么，金大中呢？金泳三带着其未竟的“整治腐败”之梦告别韩国政
坛。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严峻的经济课题无可回避地摆在
金大中这位刚当选的７２岁的总统面前。何去何从，世人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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