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头寸（IIP）。净国际投资头寸是指国外资产与外债之

间的差值，反映的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净借

款（或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净贷款）。G7 国家的

总国外资产与总外债比率，反映了各国对外投资头寸

存在显著不同的状况。比如，2010 年，日本和德国为

净债权国，而其他五个 G7 国家为净债务国。

在 2011 年的外债构成方面，法国、德国、日本和

英国外债中的最大部分为银行举债。而美国和加拿大

外债中的最大部分来自于“其他行业”（主要是非银行

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其次是政府债务。2006—
2011 年期间，除意大利外，G7 国家的政府外债占总

外债的比重均有所增加。其部分原因来自于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导致了社会支出借贷的增长，以及企业借款

和支出的下降。意大利的这一比重下降，其原因是按

照欧洲央行建立的货币互换掉期体制之下的意大利货

币管理机构为应对流动性需求增加借贷所致。

在世界最富裕国家（七个主要工业国家集团，简

称七国集团或 G7）中，美国的外债数量最多，但在

外债占 GDP 的比重方面，英国则位居 G7 榜首。2011
年，英国的外债总额（由外国人持有的债券）超过了

其 GDP 的四倍，其主要原因是其作为活跃金融中心的

地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外债占 GDP 比重也均超

过了 100%。

2011 年美国外债为 15 万亿美元，与其 GDP 相等。

在从 2006 年（当时外债为 11 万亿美元）开始的过去

五年间，受到为高财政赤字融资的部分影响，美国外

债数量大幅增长。

不过外债总额本身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国的财政状

况。由于现有的债务从国内居民重新分配至国外居民，

外债水平可能发生变动。此外，国外资产水平是一国

能否抵御负面冲击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等国际金融

中心同时拥有很高水平的外债和国外资产。

要评估一国的财政实力，必须分析该国的国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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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7国家中，美国的外债数量最大。
（外债总额，万亿美元，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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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国家的外债和IIP比率各不相同。
（占GDP的百分比，2011年年底）

注：IIP（国际投资头寸）债务包括外债债务和以证券和金融衍生
工具为形式的对外债务。法国和美国的IIP比率是2010年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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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分债务是银行举债。
（外债总额，占总外债的百分比，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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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的说明

相关数据来自于 IMF—世界银行外债季度统计

（QEDS）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 109 个经济体有关外

债总额的详细数据，其中 67 个经济体签署批准了“数据

公布特殊标准”（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

QEDS 数据库可从以下网址获取：www.worldbank.org/
qeds。

本 文 由 IMF 统 计 部 的 塔 玛 拉 • 拉 辛（Tamara 
Razin）、马塞洛 •狄纳森（Marcelo Dinenzon）和马丁 •莫
卡纳伽（Martin McCanagha）共同撰写。

G7 成员国从国外举债
在外债占GDP的比重方面，英国位居G7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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