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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产业发展及银行授信策略研究报告 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  美国次债危机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第一章  美国次债机制的形成

　　一、什么是次贷

　　二、次贷危机的形成、传递及放大

　　（一）次贷危机的形成及传递

　　（二）次贷传递过程中的杠杆效应

　　三、本次危机的演变过程

　　（一）第一阶段：潜伏阶段

　　（二）第二阶段：初次爆发

　　（三）第三阶段：通胀担忧

　　（四）第四阶段：特里谢加息

　　（五）第五阶段：危机总爆发

　　四、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一）美国第四大投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

　　（二）美国金融体系损失惨重

　　（三）美国房地产危机和经济衰退可能导致更多银行破产

　　五、金融危机前后政府的救市政策

　　第二章  美国次债危机形成的根源

　　一、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一）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二）房地产市场萎缩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诱因

　　（三）宽松的市场准入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

　　（四）金融创新过程中对风险的把控不足放大了次贷危机

　　（五）市场利率变化是次贷危机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六）资产评级机构不能客观地进行信用及其产品的评级，也是产生次贷危机的重要原

因

　　（七）监管者的失职加剧了次贷危机的形成

　　二、美国次贷危机向世界金融危机转变的传导机制



　　（一）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的确立

　　（二）美元体系：债务-债权关系的深化

　　（三）信贷危机：国际分工体系的“再平衡”

　　（四）美元贬值：金融危机的归宿

　　第二部分  次债危机下的全球经济

　　第一章  次债危机下的美国经济

　　一、美国经济尚未见底

　　二、美国信贷市场调研市场出现信贷紧缩现象

　　三、消费下滑将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四、次债危机往往伴随着高通胀

　　五、次贷危机下的资本市场

　　六、美国经济与美元汇率

　　七、美国就业状况有恶化趋势

　　八、次贷危机使美国房地产衰退雪上加霜,并将推迟其复苏时间

　　第二章  次债危机下的欧盟经济

　　一、次债危机对欧盟经济的传导机理

　　二、次债危机下的欧洲经济运行情况

　　（一）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

　　（二）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均大幅下跌

　　（三）失业率仍处低位，但薪资提高压力加大

　　三、2009年欧洲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一）美国的房地产周期正在欧洲重演

　　（二）欧洲经济或许将重演1993年的衰退

　　第三章  次债危机下的日本经济

　　一、次债危机对日本经济的传导作用

　　二、次债危机下日本的经济表现

　　三、2009年日本经济的走势分析

　　（一）对外依赖性决定日本难免衰退

　　（二）出口前景愈加低迷

　　（三）唯一的亮点在于政府支出

　　第四章  次债危机下的亚洲其他国家经济

　　一、印度：经济面临考验



　　二、印尼：内需旺盛，但经济仍容易受到冲击

　　三、新加坡：准备迎接亚洲最大的跌幅

　　四、韩国：更深更广的经济下滑

　　五、泰国：政治动荡的负面影响

　　六、越南：汇率更具灵活性

　　七、中国香港：十年来首现负增长

　　八、中国台湾：面临经济明显萎缩

　　第五章  次债危机下2009年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预测

　　一、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总体影响

　　（一）国际贸易需求降低

　　（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出现损失

　　（三）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大

　　二、世界金融风暴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一）世界各国经济现状

　　（二）世界各国采取经济刺激方案

　　（三）世界房地产市场基本面堪忧

　　三、世界银行对2009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9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第五章  次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一、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自2009年开始将进入7%-9%的“次高”增长阶段

　　（二）中国企业盈利前景堪忧

　　（三）各项物价指标将持续下行

　　（四）人民币汇率进入贬值阶段

　　（五）国内金融发展前景

　　五、次债危机下中国造纸发展前景

　　（一）中国电力发展前景

　　五、次债危机下我国火电企业的风险提示

　　（一）产能大幅增加带来产能过剩的风险

　　（二）电煤价格波动增加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

　　（三）投资周期长导致小型企业偿债风险

　　第十章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



　　一、2008年我国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整体运行情况

　　（一）产量增速放缓，价格大幅下跌

　　（二）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增速过快，供需矛盾突出

　　（三）利润增速明显放缓，毛利率下降

　　二、次债危机对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三、次债危机对基础化学原料细分行业的影响分析

　　四、次债危机对不同地区基础化学原料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长三角地区

　　（二）环渤海地区

　　（三）中西部地区

　　五、次债危机对基础化学原料生产企业的影响分析

　　六、次债危机下基础化学原料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七、次债危机下基础化学原料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内外需下降

　　（二）盲目乐观，大幅扩张，产能严重过剩

　　（三）部分出口导向型的子行业受冲击严重

　　（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处境艰难

　　第十一章  化肥制造业

　　一、2008年化肥行业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一）产销量增速放缓，价格高位回落

　　（二）市场需求下滑，特别关税阻碍出口

　　（三）行业盈利能力下滑，企业亏损情况加剧

　　二、次债危机对化肥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三、次债危机对化肥细分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氮肥：季节性波动减少，长期景气小幅下滑

　　（二）磷肥：短期政策效应并不乐观，长期困局刚刚开始

　　（三）钾肥：资源稀缺性决定行业维持高景气度

　　四、次债危机对中国主要区域化肥行业颓势的主要因素

　　（二）产需矛盾日益突出

　　（三）国外进口商偿付能力下降极易引发国内企业财务风险

　　（四）价格持续下探考验中小企业生存

　　第十三章  电子元器件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行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速双双下滑

　　（二）出口增速放缓

　　二、次债危机对电子元器件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原料价格回落

　　（二）下游需求走低

　　三、次债危机对我国电子元器件制造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环氧树脂印刷线路板（PCB）行业低迷，增收不增利

　　（二）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业受影响不大

　　（三）电子真空器件制造逆势表现良好

　　（四）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保持高速增长

　　（五）集成电路增速放缓，各细分行业表现不同

　　（六）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保持高速增长

　　四、次债危机对我国不同区域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的影响

　　（一）长三角地区电子元器件行业销售收入开始下滑

　　（二）珠三角地区电子元器件行业利润增幅有所下降

　　（三）环渤海地区电子元件行业销售收入逆势上涨

　　五、次债危机对不同规模电子元器件企业的影响

　　（一）大型企业仍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二）沿海中小企业受影响严重

　　六、次债危机下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发展趋势

　　七、次债危机下电子元器件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全球经济虽退降低终端产品需求

　　（二）高库存压力降低厂能利用率

　　（三）通货紧缩侵蚀产业盈利

　　第十四章  计算机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计算机制造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销售收入和利润增幅同时下降

　　（二）出口增速下降

　　二、次债危机对计算机制造行业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原料价格回落

　　（二）下游行业的计算机采购总体增速放缓



　　三、次债危机对中国计算机制造行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整机制造需求下降，价格战进一步恶化

　　（二）3G网络设备的需求加大弥补外部需求不足

　　四、次债危机对我国不同区域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的影响

　　（一）环渤海地区行业销售利润率最低

　　（二）珠三角地区凸显品牌效应

　　五、次债危机对不同规模电子计算机制造企业的影响

　　（一）大型企业市场分额有望进一步提高

　　（二）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差

　　六、次债危机下计算机制造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企业需求降低，消费者信心不足

　　（二）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惨烈

　　（三）缺乏核心技术

　　（四）其他风险提示

　　第十五章  通信设备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一）销售收入增幅有所下降

　　（二）出口增速下滑

　　（三）投资出现恢复性增长

　　二、次债危机对通信设备行业产业链条的影响分析

　　（一）原料价格回落

　　（二）国内、外电信投资需求不同

　　三、次债危机对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通信传输设备需求量升价跌

　　（二）系统设备、无线网络设备厂商受益

　　（三）通信终端设备需求下滑

　　（四）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需求明显下降

　　四、次债危机对我国不同区域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影响

　　五、次债危机对我国不同规模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影响分析

　　（一）大型企业增长依然强尽

　　（二）中小企业发展状态相对较差

　　六、次债危机下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国内运营商资金链风险

　　（二）基础设施共享，传输业务受限制

　　（三）价格下滑增加企业资金负担

　　第十六章  家电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家电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行业利润增长放缓

　　（二）国内外需求逐步减弱

　　（三）市场价格显著下滑

　　二、次债危机对我国家电企业的影响

　　（一）大型企业凸显管理优势

　　（二）中小型企业因出口依存度大面临压力较大

　　三、次债危机对家电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上游原材料价格依然维持高位

　　（二）家电零售业竞争更加激烈

　　（三）家电产品需求继续回落

　　四、次债危机对家电产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空调行业产量明显下降

　　（二）冰箱产销量平稳增长

　　（三）洗衣机内销增长较快

　　（四）电视行业面临严峻考验

　　（五）行业综述

　　五、次债危机对中国各区域家电行业的影响

　　六、次债危机下家电行业趋势判断

　　（一）小家电产品需求快速长

　　（二）“家电下乡”使部分细分行龙头企业受益

　　七、次债危机下家电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经济增速减缓降低出口需求

　　（二）低利润易产生企业倒闭

　　（三）小品牌家电企业有退出风险

　　第十七章  医药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医药制造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利润增幅有所回落



　　（二）出口稳定增长

　　（三）药品价格持续下降

　　（四）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

　　二、次债危机对中国医药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化学原料药价格面临回调压力

　　（二）化学制剂出口订单减少

　　（三）中药内需依然强劲

　　（四）生物、生化制品出口风险加大

　　三、次债危机对医药制造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医药商业企业将迎来更大的利润空间

　　（二）卫生机构将受益于政策扶持

　　四、次债危机对我国不同规模医药制造企业的影响

　　（一）大型企业迎来海外并购良机

　　（二）中小型企业出口订单减少

　　五、次债危机对我国主要地区医药制造业的影响分析

　　六、次债危机下医药制造行业的趋势判断

　　七、次债危机下医药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成本上涨引发市场重新洗牌

　　（二）政策催生企业重组风险

　　第十八章  钢铁行业

　　一、2008年中国钢铁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钢铁产量下降明显

　　（二）钢铁价格出现大幅下滑

　　（三）中国钢材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价格下滑导致存货减值风险

　　（二）需求放缓带来价格下跌风险

　　（三）海外经济放缓减少出口需求

　　第十九章  农药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农药行业的运行情况分析

　　二、次债危机对农药制造行业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次债危机造成原料价格的下跌

　　（二）下游需求呈刚性特征



　　三、次债危机农药制造行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化学农药受益于成本下降

　　（二）生物化学农药亏损额下降

　　四、次债危机对中国主要地区农药制造行业的影响

　　五、次债危机对不同规模农药制造企业的影响分析

　　（一）大型企业运营情况良好

　　（二）中小企业销售成本率上升

　　六、次债危机下农药制造行业的趋势判断

　　（一）农药市场发展呈现五种趋势

　　（二）产品需求量趋势

　　七、次债危机下农药制造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节能减排压力将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二）竞争日趋激烈降低盈利水平

　　第二十章  建材行业

　　一、2008年建材行业的运营情况分析

　　二、次债危机对建材行业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采矿业价格有较大的涨幅

　　（二）煤炭、电力成本压力依然严重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

　　三、次债危机对建材行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水泥、石灰和石膏等产品需求下滑

　　（二）砖瓦、石材需求减弱

　　（三）玻璃行业利润增幅放缓

　　（四）陶瓷制品制造业盈利能力出现下降

　　四、次债危机对中国主要地区建材行业的影响

　　五、次债危机对不同规模建材企业的影响

　　（一）大中型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减弱

　　（二）小型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

　　六、次债危机下建材行业的趋势判断

　　（一）行业整合机会

　　（二）政策机会

　　七、次债危机下建材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

　　（二）节能减排增加经营成本

　　第二十一章  通用机械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通用机械制造行业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一）通用机械行业新增需求将明显减缓

　　（二）通用机械出口比例较低

　　（三）通用机械产能不断扩大

　　（四）通用机械产品价格逐步走低

　　二、次债危机对通用机械制造业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钢材价格不断下降

　　（二）煤炭开采量增速减缓

　　（三）电力行业亏损较为严重

　　（四）化工行业库存积压严重

　　三、次债危机对通用机械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锅炉及原动机制造项目风险增大

　　（二）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发展较快

　　（三）风机、衡器、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制造业继续高位运营

　　（四）通用零部件制造国际需求大幅下降

　　（五）金属铸、锻加工需求有所下降

　　四、次债危机对国内不同地区通用机械制造业的影响

　　五、次债危机对我国不同规模通用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

　　（一）大型企业亏损面有所提高

　　（二）中小型企业易陷入困境

　　六、次债危机下通用机械制造行业的趋势判断

　　（一）并购重组

　　（二）技术研发

　　（三）政策鼓励

　　七、次债危机下通用机械的风险提示

　　（一）外围经济下滑导致需求不足

　　（二）市场不确定性降低盈利水平

　　第二十二章  专用机械制造行业

　　一、2008年中国专用机械制造行业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一）专用机械仍有较大需求

　　（二）专用机械出口下滑幅度不大

　　（三）专用机械产能出现过剩

　　（四）专用机械价格保持比较稳定

　　二、次债危机对专用机械制造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塑料行业已进入下行通道

　　（二）房地产业成交量出现急剧萎缩

　　（三）环保产业工程项目减少

　　（四）纺织服装出口大幅下滑

　　三、次债危机对专用机械细分行业的影响

　　（一）矿山设备性价比优势突出

　　（二）化工设备亏损扩大

　　（三）纺织设备需求不足

　　（四）医疗仪器设备增速较快

　　（五）环保设备获得政策支持

　　四、次债危机对专用机械制造业主要生产区域的影响

　　五、次债危机对我国专用机械制造企业的影响

　　（一）大型企业出现较大亏损

　　（二）中小型企业利润增幅较快

　　六、次债危机下专用机械制造业的趋势判断

　　（一）并购重组

　　（二）优势行业信贷需求

　　（三）新增市场需求带来信贷机会

　　七、次债危机下专用机械制造业的风险提示

　　（一）专用设备的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景气密切相关

　　（二）核心零部件仍依赖进口

　　（三）贸易壁垒降低出口需求

　　第二十三章  建筑业

　　一、2008年中国建筑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次债危机对建筑业细分领域的影响

　　（一）房屋工程建筑增速放缓

　　（二）土木工程建筑有望高速增长



　　（三）境外承包工程遭遇汇率风险

　　三、次债危机对建筑企业的影响分析

　　（一）大型建筑企业受益于政府增大支出

　　（二）中小型建筑企业面临退市风险

　　四、次债危机下建筑业的趋势判断

　　五、次债危机下建筑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流动性风险

　　（二）房地产行业景气下滑风险

　　（三）铁道部、交通部实际投资规模低于计划或市场预期

　　（四）国际业务的潜在违约风险

　　第二十四章  房地产行业

　　一、200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运营情况分析

　　（一）房地产市场需求有所下降

　　（二）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松动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减少

　　（五）房地产市场资金来源压力较大

　　二、次债危机对中国主要区域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市场风险

　　（二）财务风险

　　（三）信用风险

　　第二十五章  航空业

　　一、2008年我国航空运输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次债危机对我国航空业的影响分析

　　（一）对航空运输需求的影响

　　（二）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

　　（三）对航油价格的影响

　　三、次债危机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国有航空公司面临加大经营压力

　　（二）民营航空公司大量拖欠机场费用

　　四、次债危机下航空运输业的风险提示

　　（一）汇兑收益缩水风险



　　（二）供需失衡风险

　　第二十六章  铁路行业

　　一、2008年中国铁路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次债危机对我国铁路企业的影响

　　（一）国家铁路得到快速发展

　　（二）地方铁路规模继续扩大

　　（三）合资铁路数量有望提高

　　三、次债危机对铁路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一）铁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高位运行

　　（二）铁路建设迎来跨越式发展

　　（三）货运需求下滑

　　四、次债危机下中国铁路行业的发展趋势判断

　　五、次债危机下铁路行业的风险提示

　　（一）竞争力不强带来的市场风险

　　（二）技术不过硬引发的安全风险

　　（三）建设模式不合理将导致融资风险

　　第二十七章  银行业

　　一、2008年我国银行业的运营情况分析

　　（一）货币流动性下降

　　（二）存款回流，贷款增长乏力

　　（三）资产质量负面影响初现

　　（四）中间业务收入增速放缓

　　二、次债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银行所持外币资产减值

　　（二）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拖累银行业

　　三、次债危机下货币政策转变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降息周期下利润空间收窄

　　（二）取消信贷规模限制加大放贷压力

　　（三）放贷风险加大

　　四、次债危机对不同规模银行的影响分析

　　五、次债危机下银行业发展趋势及风险分析

　　（一）2009年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二）2009年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提示

　　第六部分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及实体经济走向分析

　　第一章  2009年中国经济走向预测

　　一、中国经济运行现状分析

　　（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概述

　　（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加速下滑

　　（三）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二、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一）2009年经济形势概述

　　（二）2009年全社会消费增长乏力

　　（三）投资急剧萎缩，政策调整难敌周期下滑

　　（四）出口受制全球经济衰退，贡献度大幅下降

　　三、2009年中国宏观政策分析

　　（一）我国政府前期政策导向

　　（二）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1．宽松的货币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

　　3．收入政策

　　四、2009年经济是政策和周期的博弈

　　（一）积极政策的政策效果

　　（二）积极政策的作用周期

　　（三）积极政策的行业影响

　　第二章  受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行业分析

　　一、受到相关负面影响的行业分类及列表

　　二、受外需下降，出口下滑负面影响的行业分析

　　三、受行业产能过剩负面影响的行业分析

　　四、受行业周期下探负面影响的行业分析

　　第三章  未受金融危机显著影响并保持景气的行业分析

　　一、三季度景气指数保持增长的行业分析

　　（一）景气指数环比保持增长的行业

　　（二）景气指数同比保持增长的行业

　　（三）景气指数双增长的行业分析



　　二、医药制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09年医药制造业的利好因素

　　（二）医改的主要亮点

　　（三）中国医药制造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三、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行业发展预测

　　（二）2009年子行业发展预测

　　四、输变电设备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扩大内需政策对行业的影响

　　（二）增值税改革对行业的影响

　　（三）原材料成本下降对行业的影响

　　五、食品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政策带来行业发展机会

　　（二）市场消费预期上升，利于食品工业的发展

　　（三）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六、饮料制造业：行业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一）饮料产品产量增长乏力

　　（二）各细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第七部分  2009年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策略调整建议

　　第一章  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区域分布

　　一、中国主要经济区域经济结构比较分析

　　（一）政策鼓励直接促进区域合作、布局向纵深推进

　　（二）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三）各地区出现明显的产业增长点

　　（四）三大都市经济圈引领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

　　二、各区域金融机构数量比较分析

　　三、各区域贷款余额比较分析

　　第二章  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区域策略调整建议

　　一、综合调整思路

　　（一）区域策略调整的原因及背景

　　（二）区域集中度策略调整建议

　　（三）区域结构策略调整思路



　　二、地区策略调整思路

　　（一）珠三角地区调整思路

　　（二）长三角地区策略调整思路

　　（三）环渤海地区策略调整思路

　　（四）东北地区策略调整思路

　　（五）西部地区策略调整思路

　　（六）中部地区策略调整思路

　　第三章  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的行业投向分析

　　一、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行业投向比较分析

　　（一）工商银行信贷行业投向分析

　　（二）中国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三）中国建设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四）交通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五）招商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六）中信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八）民生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九）华夏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十）深圳发展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十一）北京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十二）宁波银行信贷行业投放分析

　　二、2008年以后行业信贷投向的特征及变动趋势

　　第四章  中国商业银行业务的行业投向调整建议

　　一、综合调整思路

　　（一）行业策略调整的原因及背景

　　（二）行业集中度策略调整建议

　　二、不同类型行业的业务市场分析

　　（一）稳定发展类行业的市场潜力

　　1．公共基础设施行业

　　2．铁路行业

　　3．公路行业

　　4．机场行业



　　5．油气核电行业

　　6．环保行业

　　7．电网行业

　　（二）需关注的风险行业策略及风险控制策略

　　1．房地产行业信贷风险控制策略

　　2．纺织行业信贷风险控制策略

　　3．机械制造业信贷风险控制策略

　　4．石化产业信贷风险控制策略

　　附件  AIG和FORTIS 危机的历史借鉴

　　案例1 ：AIG

　　一、案例描述

　　二、危机来自CDS

　　三、启示

　　案例2：富通集团

　　一、案例描述

　　二、危机源于2007 年收购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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