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单元  信用与信用体系 

教学案例 

案例 1: 国家信用是无限的吗？                                  

近期希腊的债务危机引发了一场波及欧洲多国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部分

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逐步显露，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加大。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为3%

和60%。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了希腊的

主权信用评级，这标志着希腊债务危机的开始。 

自2001年正式加入欧元区后，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前的5年时间中，希腊经济

增速一直保持在7%以上。但金融危机使得希腊以外向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遭

受了严重冲击，也使其靠举债谋取息差的财政运作方式步履维艰。 

在欧盟经济体中，希腊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制造业较

为落后，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这三大外需型产业作为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

业，金融危机对这三个产业的冲击都非常大。 

在财政收入无法支撑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所需的开支后，希腊政府只能对

外借债，致使其对外债务越来越大。希腊2009年新发行的债券中，5年期以下的

债券占71%，3年期以下的占27%，一年期以下的占2%。希腊在未来5年内还债压力

很大。 

一直以来，希腊政府将举借外债作为增加外汇的主要渠道。加入欧元区后，

希腊以低至1%的利率从欧洲央行借钱，再用借来的资金买入利率高达5%的政府债

券赚取息差。金融危机后，流动性紧缩导致欧元区资金供给不足和拆借利率上升；

同时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债务息差缩小。双重因素加重了希腊的财政赤字和主

权债务危机。 

希腊并非特例，其债务危机引发了一场波及欧洲多国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

机，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逐渐显露，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加大…… 

问题：通过以上案例，你对国家信用是如何认识的？国家信用的规模是否越

大越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希腊债务危机

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案例2: 信用卡走进大学校园——是喜是忧？ 

小王是某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我的大部分生活学习用品都是用信用卡

买的，自从办了信用卡以后，很多需要的东西想买就买了，不再需要等到攒够钱

再去买，生活方便了很多”。但小王的消费额也增加了很多，以前看到喜欢的东

西时会犹豫一下，拥有信用卡后便毫无顾忌的购物，每张透支额都接近顶峰，生

活费用增加了很多，透支成了常态。 

在一次商场打折促销活动中，小王经不住诱惑，买了很多东西，透支了生活

费以外的一笔钱，原打算可以用下个月的生活费补上，但又恰巧遇到外地读书的

高中同学过来玩，继续使用信用卡消费，到还款期限时，小王因不好意思总跟家

里开口要钱，就先向同学借钱还了银行的欠款。但偏偏遇到同学生病急着用钱，

小王只能用信用卡透支了下个月的钱赶紧还钱，而这时才发现，很多自己之前“随

手就刷”的东西买了之后才发现用处并不大……就这样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只

能通过紧紧张张的做兼职打工还债…… 

问题：通过以上例子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消费信用的理解。 

 

案例分析过程解析请参见资源共享课资料，路径为《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 2版）封底的明码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