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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金融业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比如资产高速
增长、盈利大幅增加、不良资产实现双降、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是，2008年以来，来自于国际、国内的挑战越来越多：次贷危机方兴未艾，欧债危机此起彼伏，对
全球经济造成“去杠杆化”的巨大冲击；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式微，增长乏术，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与
通货膨胀相互纠缠，如何解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在国际环境影响加上国内经济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下，国内经济金融一
枝独秀的风光能持续多久？
国内利率市场化的条件是否成熟？
其推进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几何？
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关系到中国经济金融的长期稳健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刘琚同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责任，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有一
定理论深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文章，并在这个基础上出版了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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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经济宕机、重启。
次贷危机未出泥淖，欧债危机波诡云谲。
发达经济体复苏式微、增长乏术，新兴经济体在结构转型与通货膨胀的交互作用中逡巡，金融的“去
杠杆”、企业的“去库存”、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和新经济的创新突破在博弈中并行。
中国经济在外需下滑、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和消费缓速上升的环境下，既要减少外部冲击，又要焕发内
部活力。
世界寻找新平衡，关于中国经济金融持续深化发展的思考和研究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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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珺，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东北州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2003年在香港理工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兼任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同时担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金
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
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刘珺先生理论学术修养深厚，经济金融实践经验丰富，其研究范围涉及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建设
、金融衍生品等，有专著《中国经济金融的国际化问题》，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上
发表过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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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关于经典理论
思考一：经济学是独立并具有预测功能的学问体系吗？

思考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政府与市场互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支，凯恩斯主义就是干预主义吗？

思考三：《共产党宣言》的“全球化”预言
第二篇 关于金融理论
思考四：金融属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否不创造真实价值？

思考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否可以全面代表通货膨胀水平？

思考六：金融资产是否都有底价，不可能“跌跌不休”？

思考七：金融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门类，应以市场规则为准而非政治考量？

思考八：国际金融危机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是否要以计划性予以调节？

思考九：危机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轨迹？

第三篇 关于货币政策
思考十：货币政策是规则主导的，是否应以通胀为单一目标来制定货币政策？

思考十一：流动性就是钱多，货币供应量大则流动性必泛滥吗？

思考十二：汇率水平可以完全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计算吗？

思考十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不同，要择机选择使用
第四篇 关于新制度安排
思考十四：创新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类活动吗？

思考十五：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支点仅仅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吗？

思考十六：欧元是一个货币安排，是经济联盟的货币表现吗？

思考十七：新经济的波动性较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是否都降低了？

思考十八：巴塞尔Ⅲ的流动性缓冲机制是逆周期的安排吗？

第五篇 关于发展模式及其他
思考十九：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

思考二十：多元化战略优于单元化战略吗？

思考二十一：产能过剩与实体经济空心化不可能同时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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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二十二：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思考二十三：经济与金融的度、量、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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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凯恩斯主义：救命稻草还是祸乱之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之后，国际干预主义回潮，凯恩斯与马克思一起成为救命稻草，当然对
马克思的关注是由于怀疑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和主张社会公平。
大家在两位巨人的经典中苦苦搜寻，希望找到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
兴许马克思涉及意识形态多，且德语在逻辑上严谨复杂，因此，权宜之计是搬出凯恩斯救急。
于是，一下子到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再到欧债危机爆发，另一种论调开始不绝于耳：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和深
化是凯恩斯主义之过。
因为，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是政府举债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各国政府通过不断举债大肆干预经济和拯救债务，不但未能拯救经济，也未能平息危机，反而让主权
债务危机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
　　但是，不得不承认，多数人、多数时间是在误读凯恩斯。
凯恩斯主义既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祸乱之源。
　　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　　一般性的描述是这样的，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就是财政刺激，就是政府通
过提高财政赤字、加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危机、信用危机来临之
后，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强大力量来推动经济从衰退走向下一轮复苏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庞大的凯恩斯学说真的如此简单吗？
千万不要曲解误读凯恩斯，他从来没有作出如此简单直白的表述。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是什么呢？
　　其一，他认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用，这是他的核心论点之一。
为什么？
因为危机来了，整个市场已经崩溃了，而货币主义是相对比较自由放任的一种经济政策体系，这个经
济政策体系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难以发挥作用。
这相当于一个箱子放到地上，要拿着一根绳子推动箱子，这个动作要做的时候很困难，因为绳子是软
的，货币政策本身是偏总量调整的，它是软的，而要做拎的动作可能会比较容易；财政政策是偏结构
调整的，它是比较硬的。
所以他认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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