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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抡起金融皮鞭 欧洲银行甘苦自知
法国巴黎银行被美国司法和金融监管部门罚款近

90 亿美元，无疑是国际金融业内的一件标志性大事。

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此刻美国的金融皮鞭缘何狠狠地

抽在巴黎银行身上？其背后的经济和政治考虑又包括

哪些？国际金融乃至经济将因此受到何种影响？

实 际 上 ， 美 司 法 及 金 融 监 管 部 门 数 年 前 就 已

盯 上 了 巴 黎 银 行 的 “ 违 规 ” 行 为 ， 最 后 阶 段 提 出

上 百 亿 美 元 的 罚 款 ， 导 致 美 法 这 一 纠 纷 上 升 到 两

国 最 高 领 导 人 斗 法 的 程 度 ， 直 至 最 后 法 国 被 迫 在

罚单上签字。

众多事例显示，美国自次贷危机以来就在步步提

升对本国及相关国家金融机构的监管及违规处罚力

度 。《华 盛 顿 邮 报》 统 计 的 数 据 表 明 ， 此 前 就 有 汇

丰、渣打、荷兰银行等多家欧洲银行遭到美国惩罚，

处罚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总计罚金超 50 亿美元。由此

看来，巴黎银行被罚，只是美金融监管机制日趋严厉

大趋势中的一个标志杆。有理由相信，美国的金融监

管皮鞭还将一次次抽打在他国银行身上。仅现阶段正

在接受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调查的，就有法国农业信贷

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意大利裕信银

行等金融机构。

尽管巴黎银行受罚只是美国勒紧其金融监管缰绳

的一个趋势性表现，但此时此刻抡起皮鞭，却蕴含着

经济及政治的双重用意。首先，有对俄国际安全战略

博弈的考量。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因对俄

制裁不力，不但屡屡遭到国内共和党势力的激烈批

评，且在国际上被嘲笑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为扭

转这一窘势，美国已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尤其是金融制裁。然而，要让俄罗斯感到切肤之痛，

必须欧美联合动手，因俄欧经济关系远比美俄金融关

系深厚。然而，如容忍欧洲银行为经济利益与被制裁

国“偷偷摸摸”来往，美国的制裁计划势必泡汤。有

鉴于此，美此时此刻根据法国的要求适度降低了 100

亿美元的罚款要价，但仍辅以苛刻的惩罚措施，如禁

止法国巴黎银行美国分行的美元清算业务一年；两年

内不得充当纽约与伦敦第三方银行美元清算业务的代

理银行等。毫无疑问，选择时机狠狠抽在巴黎银行身

上的这一皮鞭，让诸多国家的银行不寒而栗，尤其是

欧洲银行，震惊之余已纷纷开始收紧监控管理。

显而易见，美国高执金融监管皮鞭，还有经济方

面的考量。如果容忍巴黎银行与伊朗等被制裁国私

下交易，那么，众多西方银行都会效仿，这不但使

对俄金融及能源产业的制裁面临夭折，且制裁形成

的商业利益很快就会被欧洲等其他国家的金融业填

补，美国金融及相关行业无疑会失去难以计量的业

务空间。由此可能形成的国际竞争劣势，是美国企业

绝对无法接受的。因此，有权威人士认为，美国金融

监管机制对巴黎银行实施重罚，就是要杀一儆百，迫

使欧洲金融业与美国同甘苦，共患难。

从发展趋势看，美对巴黎银行的重罚，虽有鞭策

欧洲金融业一致对俄的经济及安全战略作用，但形成

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刻而长远的。

首先，巴黎银行虽不至于因此垮台，但其经营将

面临严重困难。而乍暖还寒的法国经济虽会因此受到

一定影响，但不会重回衰退，巴黎银行失去的业务，

立即会被法国其他银行捡起。有理由相信，巴黎银行

受到罚款对法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对欧洲经济更

不足以构成威胁。

然而，欧洲乃至国际间的“去美元化”趋势却会

因此而加速。法国央行行长诺亚曾公开表示，法国企

业或将因此停止使用美元结算，用欧元和人民币直接

同中国做生意。实际上，法国早在罚款公布之前，就

积极寻找替代方案以减少未来与美元冲突的损失。如

法兰西银行 6 月 28 日就与中国央行签署了在巴黎建立

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以加速中法两国企业

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从长远看，这

一“去美元化”趋势将有利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和便利化的发展。

这次处罚不但在国际金融业等方面会进一步形成

不利于美元的影响，还会因美国动辄鞭打他国金融机

构的做法而刺激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治反感情绪。英

国 《金融时报》 就质疑，美国将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元

地位和金融法规为其外交和国际战略目标服务。法国

前总统特别顾问盖诺更是直白地指责说，作为国际货

币的美元，不能只适用美国法律，更何况美国法律也

不是国际法。

用发展的眼光看，此次重罚巴黎银行，虽有利于

美国整顿国内外金融秩序，但因此而加速的“去美元

化”趋势，加上其刺激起的世人对美元霸权的反感，

却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对美国形成深远的负面战

略影响。

7 月初，法国巴黎银行承认美国司法部的指控，
并 接 受 高 达 89.7 亿 美 元 的 巨 额 罚 款 。 消 息 一 经 传
出，立刻激起千层浪。在法国，上至总统府爱丽舍
宫，下至巴黎拉德芳斯商业区的普通职员，均对美
国的这一指控表示出了不满情绪。法国业界人士认
为，这不是一起孤立的商业事件，虽然巴黎银行的
确违反了美国禁令，但事前事后的政治因素及影响
都反映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美国的政治
意图正被其金融监管部门“忠实”地执行。

法国总统奥朗德展现了一贯的“中庸之道”，在含
蓄表达自己的不满时也不忘安抚国内民众情绪。奥
朗德认为，他尊重来自美国的裁决，尽管该裁决缺乏
一定“公正性”。但他同时指出，法美关系及欧美“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不应由此
受到影响，他将会尽力利用一切渠道与场合与奥巴马
对此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沟通。可能是觉得奥
朗德表态还不够强硬，法国部分媒体的揶揄之意跃然
纸上：美国自古有总统不得干预司法程序的传统，不
知奥朗德届时该如何向奥巴马牵起话头。

奥朗德的内阁成员则较为直白地表达了法国人的
愤怒之情。近期，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接受法国电
视 2 台的采访时仍对法巴银行案“耿耿于怀”。他指
出，任何错误都应该得到惩罚，但美国针对巴黎银
行 的 罚 款 金 额 是 “ 不 合 理 ” 的 。 法 国 财 长 萨 潘 担
心，法巴银行案可能会开启美国实施重罚的闸门，
而受害者则是在美境内开展业务的外国大型银行。
同时他更是表示，美国对巴黎银行的重罚必将影响
到 TTIP 的谈判进程。

目前，法国国内呼吁法国政府施压欧盟，推迟甚
至取消与美国进行自贸谈判的呼声逐渐高涨。法德
双语的 《eurojournalist》 网站上，已出现了一篇呼
吁反对 TTIP 的文章。文章认为，巴黎银行此次需要
缴纳的罚金数额已经 4 倍于法国政府在阿尔斯通公司
所持有的资金份额，难以想象为什么一家法国银行
需要向美国缴纳如此高昂的罚金：没有经过司法程
序，没有国际法理可依，没有事先的任何讨论，哪
怕连走过场的程序都没有。文章还称，美国总是以

“世界老板”自居，欧洲应该在正式加入 TTIP 协定
前好好想清楚，美国将欧盟到底是看成铁杆盟友，
还是一个大的美国商品卖场。

法国当地媒体指出，此次事件对巴黎银行乃至
整 个 法 国 金 融 业 造 成 的 影 响 都 将 是 深 远 的 。 一 方
面，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会议举行 70 周年之际，
美元虽仍为全球货币，但不少国家已经难以承受美
元捆绑的政治条件，纷纷积极寻找新的国际贸易结
算货币，“去美元化”苗头已经显露无遗。另一方
面，法国始终是欧盟内部对于 TTIP 谈判最坚定的

“怀疑者”，对于推进谈判总是显得小心翼翼。在近
日举行的 TTIP 谈判中，欧美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分
歧不出意料地成为了谈判“绊脚石”。法国 《世界
报》 则为目前的法美关系作出了明确注解：“美国
与它的盟友正处在一个政治与经济分歧界限日趋模
糊的时期。”

法国：

银行受罚或

影响欧美

贸易谈判
本报记者 陈 博

美监管“大棒”又挥向德意志银行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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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日前对法国巴黎

银行开出巨额罚单，引发欧洲业

界担忧。

欧洲方面对美国相关的金融

监管举措提出异议，担忧美国的

处罚标准将会影响欧洲地区银行

业及经济发展。同时，也有观点

认为，此次处罚将对欧美双方“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谈判产生负面影响。

自今年 2 月美联储对外资银行推出金融监管新规以
来，法国巴黎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相继收到了巨额罚
单。而眼下，美国监管部门的“大棒”正朝德意志银
行挥去。

日前，美联储对德意志银行在美业务部门提出严
厉批评。根据 《华尔街日报》 的消息，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高级官员在去年 12 月致函德意志银行高管表
示，德意志银行部分美国分支机构的业务财报“质
量低、不准确、不可靠”，而且问题的范围和程度需
要对财报结构进行全面修改。纽约联储在信中称，
这些问题将导致“系统性瘫痪”，并要求德意志银行
对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德意志银行有可能还
需要重新证实部分提交给美联储的金融数据。

而在此前一天，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发布
的一份报告还指出，1998 年到 2013 年期间，德意志
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帮助美国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
有限公司利用结构化金融产品进行交易，帮助其避
税达 68 亿美元。

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监管部门可能采取处罚措
施 ， 德 意 志 银 行 在 法 兰 克 福 股 市 的 股 价 一 度 下 跌
2.8%。德意志银行的发言人对该消息表示，“我们
正在努力完善体系和管控，将力争做到一流水平。
改 善 计 划 正 在 逐 步 推 进 ， 但 像 其 他 宏 大 的 项 目 一
样，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作为强化控制的一
部 分 ， 德 意 志 银 行 已 经 斥 资 10 亿 欧 元 ， 在 全 球增
加 1300 人加入合规风控及其技术部门。其中，德意

志银行在美国的合规、风险和技术部门将增加 500 名
雇员。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则不愿对此事发表任何
评论。

德国金融界认为，美联储的这一举动“十分具有
进攻性”。有分析认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此时向德
意志银行发出“危险信号”，或有更深意味。在马航
MH17 航班坠毁惨剧发生之后，欧盟内部就是否扩大
对俄制裁的意见一直难以统一。而美国在此时挥舞
金融监管大棒，无疑是有其内在意义的，即向德国
施加更大的压力。

作为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业务约占德意志
银行全球业务的四分之一。而德意志银行与美联储
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类似的指责与
批评也不是第一次。去年，美国监管部门官员就批
评德意志银行在美资本金过低。德意志银行虽然反
驳了这一指责，但还是增加了约 80 亿欧元资金，用
于扩展和完善该行美国分支机构。

美联储今年 2 月对外资银行实行新规，要求在美
营业的大型银行接受美联储监管。对于那些在美资
产总额超过 500 亿美元的外资银行，必须在美国各自
子公司之上，再建立一家中间控股公司。这家外资
所有的中间控股公司，将享受与美国其他控股公司
一样的资本金、风险管理与流动性要求，并处于美
联储监管之下。欧洲银行机构批评，该规定妨碍欧
洲银行参与公平竞争。在华尔街，这一规定还被人
们笑称为“反德意志银行”规定。

天价罚单凸显欧美金融监管分歧

□ 李正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