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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义一次提醒了我们：金融安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
眼下，危机还未出现停止的迹象。
这对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了威胁。
长期以来，在人们固有的意识里，美国的金融体系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美国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应
该是最完善的，也是无懈可击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当作楷模。
但是，21世纪以来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无节制膨胀，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利令智昏；美国对“金融创
新”的监管失误，让国际上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在世界上最聚财的华尔街接二连三地破产；人们看到的
足，虚拟经济的系统性故障开始牵动美国实体经济，进而牵动欧洲和亚洲，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人说，如今的世界经济，美国打一个喷嚏，中国就感冒。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出了问题，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
中美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额，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美国只要搅动贸易和强权美元政策的任
何一个杠杆，都会影响中国经济。
但是，在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十分清醒的分析。
除了因持有美国债券和少数金融机构投资海外造成的损失外，中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牵
连；中国金融体系比较稳定，中国经济除了外贸受挫，国内一些企业的产品产能过剩，不少企兼并、
倒闭、破产，事实上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　　我们也需要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非常明显的，金融体系和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协调也是事文。
例如，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问题，总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在发达国家作为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在中
国，不是不想做、不能做，而是我们的体制不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对，我们现存的不平衡、不
稳定、不协调的诸多问题，总不能都归咎于金融危机吧?　　站在中国的角度，面对金融危机，我们不
能让外国人忽悠我们，中国坚决不当全球危机的救世主。
但是，我们也不要忽悠自己，自我膨胀，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强大的足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了。
对丁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诸如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等，也要
有清醒的认识，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归冈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不要认为“天下大乱”了，不能独善其身了，任意地夸大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似乎“金融海
啸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可装”。
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多年米形成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金融体系和金融安全的问题，并小是这一次金
融危机带来的；从根本上讲，足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
现在正是一个时机，抓住当前金融危机的机会，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着力于民生投资，扩大内需，改
变基建财政为公共财政，努力调整经济结构，达到经济平衡、稳定，最终做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
经济长远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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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能否在世界金融版图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地位？
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金融战略？
本书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
书中首先介绍了世界金融史和中国金融史；然后对地缘政治与世界金融版图以及美国霸权与美元盛衰
之路做了介绍；随后又分析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与世界金融新格局；最后提出了我国建立金融战略的三
大方略，即人民币国际化、增强综合金融国力、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本书通俗易懂，适合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企业家及金融专业学生阅读，同时，也适合关心中国金融行
业发展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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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洪才，著名金融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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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曾就职于中央银行、证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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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世界金融历史枷年回眸　　1，金融唱主角的时代已经来临　　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
就是金融的威力越来越大，一个由金融唱主角的新时代已悄然来临了。
自古以来，金融问题博大精深，通常被少数人垄断，而今却成为寻常百姓普遍关心的话题。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社会精英和普通老百姓都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金融学教育。
金融问题，大到国家战略，小到家庭理财，都与之息息相关。
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已成为普通公民的一项基本素质。
　　那么，何谓金融呢？
在现代汉语中，“金”指金钱，也就是货币；“融”指融化，也就是流动；“金”和“融”合在一起
，就是货币资金流动。
在英文里，“finance”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控制（公共）货币的科学，即“the science of the control 0f
（esp，public）money”；二是指提供资金，即“to provide money for”。
此处又有两层意思，一个指政府的宏观金融活动，另一个指市场主体的微观金融行为。
综合起来看，金融就是货币资金流动及其信用关系的集合。
　　这里的信用是指投融资的双方基于相互信任，就货币资金使用权的有条件转让达成协议，反映的
是资金融通过程中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总是存在着资金供求上的不匹配和资金支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因
而信用也就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信用等多种形式。
货币资金的融通，已经渗透到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当中，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一刻也
离不开金融活动了。
　　有关金融的重要性，前人已有无数精辟的论述。
1818年，当法国不得不向银行举债来偿还战争赔款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赛留（Duc de Richelien
）曾经感叹到：“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和巴林兄弟银行
。
”他说的绝对不是一句戏言。
这里的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 Bank）创立于1763年，创始人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是英国历
史悠久、名声显赫的投资银行。
一个拥有232年历史的金融机构，1995年由于在金融衍生品上投资失败而倒闭，以l英镑的象征性价格
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搞乱了，一
着棋死，全盘皆输。
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
》中指出，西方文明控制世界有14个战略要点，其中：控制国际银行体系、控制全部硬通货、掌握国
际资本市场被分别列在第一、第二和第五的位置，而控制高科技军火工业和控制航天工业则退居倒数
第一和倒数第五。
这里赤裸裸地表达了西方战略理论家的真实思想。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他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
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
在这里，西方政治家的坦率不能不令人吃惊。
关于金融的威力，中国空军大校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一书中也有深刻的论述。
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已成为吓人的摆设日渐丧失实战价值的今天，金融战正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便
、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
该书被西方认为是继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之后，在中国诞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军事著作。
　　事实上，全世界每天都有数以万亿美元的资本窜来窜去。
它们来无踪，去无影，看不见，摸不着；巨额财富可以瞬间产生，也可以顷刻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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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金融全球化，在形式上表现为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机构跨国开展业务，本质上则是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追求全球金融霸权和垄断利润。
现代全球化的理论，最早是由大卫?洛克菲勒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人
创立的三边委员会提出来的，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金融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率、汇率、资产价格、企业偿债能力、金融机构倒闭数量等金融
指标，全部或大部分出现恶化，致使正常的投融资活动无法继续的情况。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必然会威胁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
这里的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的一种状态，既包括客观上不受威胁，也包括主观
上没有恐惧感。
国家金融安全也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特有概念。
　　2，各领风骚一个世纪的国家　　斗转星移，沧桑千年。
研究国际金融最近400年的历史，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根据吴晓求的研究，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早在中世纪就已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不断发挥它的影响力。
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曾依托兴旺的国际贸易和对君主的信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
到了17世纪，凭借荷兰经济力量的支持，又拥有整个欧洲商业和信息交换中心的国际优势，阿姆斯特
丹后来居上，跃升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此之后，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
金融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国际金融中心从伦
敦漂移到纽约，并且持续至今。
虽然这中间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至今仍然没有被撼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爆发了“储贷危机”。
这时，日本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敢于挑战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实力，东京也大有取代纽约
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势。
　　一个幽灵，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幽灵在亚洲上空徘徊，但是很可惜，这个幽灵并没有在东京着陆
，吴晓求称之为“梦断东京”。
现在这个幽灵仍然在太平洋的上空徘徊，有人说它会落户于上海、香港，有人说很可能飘向了印度的
孟买。
　　笔者以100年为单位，把近代400年世界金融的历史分成四个发展阶段。
不难看出，17世纪欧洲荷兰的经济和金融业最为发达，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18世纪是中国人的世
纪；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当之无愧是美国人的世纪。
现在已进入了21世纪的头10年，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一个多极化的国际金融新体系似乎距离我们还
十分的遥远。
　　如果说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那么，资本市场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基础设施，它对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无论是鸦片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研发，还是海湾战争和911恐怖袭击，都与金融息息相关；而
一个以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直接左右了400年的世界历史。
在历次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商业银行都只是担当了一个辅助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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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徐博士曾经从事宏观金融监管和微观金融操作，他在《大国金融方略》中表现的忧国之心和博学多识
，令我深感欣慰和钦佩。
　　——常清，中国农业大学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大国金融方略》一书，立
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大国博弈格局，兼顾宏观和微观，是徐教授的呕心沥血之作，体现了一位正直
学者的学以致用和拳拳报国情怀。
　　——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没有金融崛起，根本谈不上中华
民族的复兴；没有金融崛起，更谈不上强大中国的和平崛起。
〈大国金融方略》，正是徐博士从思维、理念方面补齐中国金融短板的一次积极努力。
　　——马方业，著名财经评论家，〈证券日报》副总编辑　　金融改革应树立“该出手时就出手”
的改革观、“把结构优化置于优先地位”的发展观、“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调并进”的开放观。
很高兴，我的“三观”思想与徐教授的〈大国金融方略》不谋而合。
　　——苑德军，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博士，教授，博导　　全球金融风暴百年一遇，
国际金融格局变迁机会孕育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华诞，大国金融发展战略规划正当其时。
　　——倪建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官员，曾任IMF经济学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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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币应该国际化吗？
如何增强我国的综合金融国力？
世界金融版图正在重新划分，中国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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