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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危机是人类进入17世纪后所无法回避的宿命，它频发地以不同的形式侵扰着我们，几乎每十
年就会有一次或大或小的危机发生。
　　然而，对于经济危机的存在和影响，您也许许久或者从来就没有深刻地感受过。
但这一次，起源于美国华尔街次债风波的危机波及四方，蔓延全球，您应该感受到了或许正在深刻地
感受着它所带来的影响。
“金融危机”、“金融风暴”、“金融海啸”等等字眼充斥了我们的视野，惊惶和恐惧散布在全球的
每一个角落。
其影响之深、波及之广，连一向谨慎的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所见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
危机。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也评价说：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危机类似
。
　　面对着这样一次大危机，我们似乎了解得并不多。
当美国次贷危机扣动这次金融危机的扳机时，我们似乎对次贷这一新的金融衍生品是什么还不是很清
楚；当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花旗、高盛、摩根大通等知名投资银行深陷次债泥潭时，我们才发现，发
生在华尔街的次债风波并不是聪明的金融投资家们为圆一个“穷人能买得起房子住”的美国梦而给我
们开的一个简单玩笑；当美欧各国政府先后宣布以亿万资金输血救市时，恐慌其实已经蔓延开了，问
题已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危机也不只是美国的危机⋯⋯　　时至今日，人们对由美国次债风波触发的
这次金融危机依然迷惑不解和深感茫然。
因为谁也说不清危机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虽然各国政府纷纷使出各种招数来救市，但是，政府的
救助靠得住吗？
在现在看来，危机似乎没有缓和的迹象，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种情势面前，人们不知道危机将会持续多久，它会如何演化⋯⋯　　而当危机遇到中国，危机会
给中国带来什么样和多大程度的影响和危害？
这更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和了解的问题。
尽管中国的金融领域还没有类似美国这样的危机，但是，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同样也
无法回避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其实，这种危害和影响已经波及中国的实体经济，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
小企业倒闭。
对此，人们不禁会问：作为一个日益融入全球化大潮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能否在危机中独善其身，或
者像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那样逆风飞扬？
还是中国经济真的也要跟着过冬？
　　人们的这些困惑、不解、疑虑和担忧在让人看不懂的金融危机蔓延和日益深化的情况下，不断地
滋长着惊慌和恐惧。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大多表现为不知所措或者惊慌失措，或者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而危机正是这样
颠覆着我们的世界。
　　诚然，危机是无可阻挡，但是危机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慌，而必须重拾信心，冷静面对，正如
温家宝总理所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　　除了要摆脱恐慌和重拾信心，我们是否应该还需要做些什么？
尽管我们无法具体地知道下一次经济景气将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为下一次经济景
气的到来做一些准备。
当然，其中首先要准备的是，我们需要更清楚全面地了解这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根源，理解
金融危机的发展演化，洞悉它将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挖掘出危机中潜藏的发展机遇，等等。
　　我们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们来打造这本《我们真的理解金融危机吗？
》正是基于满足这种需求这一出发点。
我们希望这本《我们真的理解金融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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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处在变幻莫测的让人看不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的读者提供多维视角和理性思维，使其摆脱非理
性的诅咒，能够静心梳理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并泰然处之。
书中每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次危机进行了探讨，每一个角度，代表着一份理性，我们希望能通过
这些不同角度的理性分析来帮助读者理解这次让人捉摸不透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从中得
到一些启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真的理解金融危机吗?>>

内容概要

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们来打造的这本《我们真的理解金融危机吗？
》全面、深刻地解读了这次“金融海啸”，剖析了它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它能为处在变幻莫测的让人看不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的读者提供多维视角和理性思维，使其摆脱非理
性的诅咒，能够静心梳理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并泰然处之。
书中每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次危机进行了探讨，每一个角度，代表着一份理性，我们希望能通过
这些不同角度的理性分析来帮助读者理解这次让人捉摸不透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从中得
到一些启发。
 　　12位著名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帮助你全面解读这次“金融海啸”，剖析它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
活带来的影响，在本书中你可以了解到：危机的缘起：为什么人人有房住的美国梦难圆？
 危机的根源：是人性的贪婪？
是金本位的缺失？
抑或还是⋯⋯ 危机的蔓延：一国的金融困境为何会演变为全球性灾难，造成全球性恐慌？
 危机的“机”：在萧条时期，免费的午餐有吗？
能给你带来财富的闲置资源有吗？
如何化“危”为“机”？
 危机的治理：在全球性灾难面前如何自救又救人？
危机的治理：在全球性灾难面前如何自救又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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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在危机中的损失如何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政策选择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独善其身？
  是什么挑战了西方的救市政策？
  国内的政策空间有多大？
  政策要回到十年前吗？
  结构性调整的动力在哪里？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危”与“机”  危机袭来，中国经济整体走势如何？
  银行、股市、国债、房地产，投资如何选择？
  确保就业，重中之重  增加收入，扩大内需  刺激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齐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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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一旦流动性枯竭，这些名义货币政策工具将丧失其大部分的功效。
如果没有人愿意贷款，降低资金的成本对资金短缺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向银行注人流动性也是这样，即便银行有大量资金，但如果惮于信贷风险而仅仅是将大把大把的钱放
在银行的地下室也于事无补。
“你可以把牛拉到水边，但是无法强迫它饮水。
”这几乎是所有货币政策的共同难题，央行出手化解流动性危机也是一样。
　　美利坚合众国在其崛起的初期，长期将孤立主义奉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佳姿态。
在被称为美国世纪的20世纪中，美国已将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到世界的每个缝隙。
其结果是，美国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
而当21世纪到来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新兴国家自身已经培育起
了相当的免疫力。
许多观察家急切地将新世纪以新兴国家冠名。
诸如“中国的世纪”、“印度的世纪”的说法不胫而走，另一种更为谨慎的预言是将未来近百年时间
称之为“金砖四国的世纪”。
金砖四国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发展中大国英文首字母缩写即BRIC的中文直译。
　　那么，美国出现乱子，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国家是否不再步履蹒跚了呢？
这次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提供了一个检验新兴国家经济对美国依赖程度的最新机会。
当前的次贷危机带有明显的“美国制造（Made in U.S.A）”的标志。
时至今日，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一场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
　　解决发达国家流动性困难的根本性挑战还在于，西方央行巨头们现已不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
者。
这一背景很少被人提及。
流动性过剩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
信贷市场的泡沫急剧扩张，各种资产价格也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纵容下大幅上涨，宽松的货币政策将
巨大的流动性注入了金融市场。
很多经济学家将流动性过剩归咎于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将利率维持得过低，时间也过长。
格林斯潘已在美国国会承认错误。
在2000-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崩溃之后，美联储在2003年一次性将基准利率降为1％。
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利率降到极低水平，使得整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点。
　　许多投资银行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仍然错误地认为，全球货币供应状况由发达国家的中央银
行左右。
然而，事实是，2006年世界广义的货币供应量中的四分之三是由新型国家提供的。
有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较前一年上升了20％，俄罗斯的货币供应增长甚至达
到了51％，而印度为24 9／6。
实际上，新兴国家的广义货币供应在2006年平均增加了21％，这至少是发达国家的三倍。
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其结果是，整个全球的货币供应处于近几十年来的最快通道中。
并且，其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发达经济体，而是来自新兴经济体。
　　因而，尽管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解释因素，但在我看来，流动性危机之所以在发达国家爆发与世
界货币供应角色的转换不无联系。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流动性在全球的配置格局有望让危机扩散的步伐止于新兴国家的市场之外。
就中国而言，虽然，持有美国次级债券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将遭受一定损失，但不会将国内的流动
性过剩一举扭转为流动性短缺。
　　时移事异。
世界金融环境的悄然变迁，已把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推向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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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扩张，其影响几乎走不出国门。
但是随着跨境金融联系的加强，新兴国家央行的影响力已举足轻重。
帮助全球走出流动性危机，新兴国家或是关键先生。
　　美国金融市场的紊乱也有助于新兴经济体恢复对其金融体制的信心。
目前，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潮流尚未完全消退，却出现了另一个更值得反思的案例，即次贷危机。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饱受诟病，然而，眼前的事实表
明，美国市场中存在类似的弊端。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美国的消费者和银行肆无忌惮地扩张信贷信用，资金管理机构也对高风险债券趋
之若鹜，而监管者并没有做出及时的调整。
这些情况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十分相似。
从这个角度来说，亚洲已无需再为自己曾经让全球经济遭受风暴而羞愧，并且有理由发展具有亚洲特
征的金融系统。
现在，大家都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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