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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可以说完全是令人始
料不及的。
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2008年开始出现的越南金融和货币危机，到2010年爆发的南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都向世人展示了
一个无情的事实：当惊涛大浪掀起的时候，平日看似“安全行驶”的小船难以逃脱被巨浪吞噬的厄运
。
即使是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事前筑起高高的防洪坝，也照样避免不了洪水泛滥所带来的灾
难。
在这场金融大海啸面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重创；昔日欧元区的雄风也在欧
美金融机构迫不得已“去杠杆化”的行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大打折扣；中国虽然远离“最危险的地
带”，但是对外依存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让我们无法幸免。
如果不是政府力挽狂澜，那么今天中国出口、外商投资的急剧萎缩所带来的中国本土企业投资热情和
金融机构赢利能力的下降，也足以让中国经济同样经历欧美发达国家所遭遇到的苦难。
　　为了更好地向读者展示出经济全球化环境中这场金融大海啸的凶猛和由此带来的“小国的痛苦”
及“大国的烦恼”，笔者把自己平日相关的研究及成果分成了四个形式上独立但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
“话题”。
　　首先，在第一部分关于“次贷危机与救市政策”的话题中，笔者告诉读者，危机的根源是在缺乏
全球统一的有效的金融监管情况下华尔街金融创新工具被滥用。
至于很多人认为国际收支失衡也是重要原因，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而是认为这种“失衡”是经济
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同时笔者对美国政府防治因为流动性恐慌而造成经济硬着陆风险所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给予了较高
的政策评价。
但同时笔者也认为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可能会严重伤及持有美国国债最多和长期依靠出口导
向立国的“中国利益”这一严峻的事实。
　　其次，在第二部分关于“欧美经济格局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话题中，笔者阐述了这场百年
一遇的危机让世界各国看到了自己发展模式上“软肋”。
同时笔者也指出各国做好自己国家的“结构调整”就是对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低谷的一种最重要的贡献
。
为此，笔者在文中反复强调，经济刺激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应该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是应该努力
去探索未来带动世界经济繁荣的“新增长点”。
　　再次，在第三部分关于“东亚合作与新兴市场经济”的话题中，笔者提出了修正“全球化”的负
面影响首先在于强化和改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尤其是对于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坚持制造业立国的东亚发展模式，客观上造成了
“金融脆弱性”的缺陷，因此，改善金融合作模式和强化未来具备增长势头的产业协作关系将是缓解
危机对东亚国家所造成的“小国的痛苦”和“大国的烦恼”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另外，为了更好地说明东亚合作的独特性，笔者也对“金砖四国”①的经济发展特征及区域合作问题
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分析。
　　最后，在第四部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政策协调”的话题中，笔者在强调改革美元霸权地
位必要性的基础上，也指出了目前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艰难性。
通过对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跟踪研究，笔者向读者展示了利益不尽相同的各国首脑为何在“本国结构调
整”和“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问题上率先达成了共识，而在新能源等代表未来财富创造模式的问题
上却迟迟不能形成合力的内在“博弈机制”。
　　这本书除了笔者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度剖析之外，还有一个
特点就是利用笔者近年来在海外与同行或业界的朋友频繁的交流机会，吸取了很多“世界看中国”、
“外国看世界”的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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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弥补国内对一些全球共同关心的经济重大问题，由于自身信息不足或认识偏差所造成的分析不到
位或针对国外的一些偏激的质疑“答非所问”的缺陷。
如果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够真正意识到“全球化是中国经济的福星”、“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这就是这本书带给笔者的最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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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全世界，至今仍然难以见底。
但中国经济融入东亚经济、世界经济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在全球化显现退潮迹象的今天，各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小国是选择继续开放，在市场风浪中承受痛苦并成长，还是暂时关上国门，先做好自己？
大国是挟巨量经济规模之威，重新谋取规则优势，还是超越烦恼，以迅捷的改革与合作推动进一步的
全球化？
  　本书收录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立坚教授对影响欧美经济的次贷危机以及代表东亚经济模式的日
本经济政策的众多评论和分析，全面解读了次贷危机、东亚合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诸多重要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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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8年爆发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大海啸带给世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导致经济周期出现百年一
遇的“大调整”，而且，也让人类看清了自己如今正处在一个“自我变革”的重要阶段。
从全球化带来的“失衡结构”，到欧美金融创新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的特征，
无论是 “得益者”还是“失落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都会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共识：改变现
状，尽快从危机的低谷中走出来！
　　本书的第一部分，收录了笔者在2007年3月~2009年12月期间，从追踪美国“次贷风波”，到关注
美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大海啸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以及救市政策可能带来的后遗症的过程中所写下
的研究心得。
读者在阅读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不仅能够再次身临其境，感受刚刚过去的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金融
大海啸，而且，也能够和笔者一起静下心来，再度思考“病变”的缘由，体会曾经历过上百次金融危 
机冲击、又从每次危机中爬起来不断向前跃进的美国，在解决这场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功”与
“过”。
　　因此，笔者写作这部分内容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不断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今后也会
面临大大小小的内外危机冲击和挑战，笔者希望每一位读者在看完这部分内容之后，能够自觉地建立
起危机意识，从我做起，努力监督和消除事前可能发生“病变”的一切毒素；即使事后危机突发性地
降临，也能将心态调整至临危不乱、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境界。
其次，处理好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战胜金融
危机不可或缺的法宝。
如果读者看完这部分内容后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启发，那么，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自主
创新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以及国际化建设中所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就会自觉地去探索一系列合理而
又不缺乏活力的解决方法。
最后，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是笔者在这部分内容的写作过程中苦
思冥想的大问题之一。
因为它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度”的问题。
任何简单地认为“金融落后就需要大搞金融创新”或者“金融创新会招惹麻烦，干脆就封杀”的这类
想法，都会让我们处在一个抵御危机能力十分低下的水平上。
另一方面，它更多的是一个反映在“主观上”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客观上”的问题。
因此，读者阅读完之后如果也能与笔者一起去关注金融创新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产
业空洞化”、“流动性过剩”等人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把“降息、房价下跌所造成贷
款违约率上升”的现象看成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偶然事件。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未来中国经济所形成的技术强国和金融强国“共存”的基盘就将是稳固的，就不
会出现日本、东亚危机受害国所遭遇到的那种“悲惨命运”：在迈向金融强国的道路上却让投机资本
断送了自己所设计的光辉前程，甚至把过去已经打造出的经济强国的格局又拉回到了一个“经济弱国
”的尴尬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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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性金融大海啸带给世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导致经济周期出现百年一遇的“大调整”，
而且，也让人类看清了自己正处在一个“自我变革”的重要阶段。
无论是“得益者”还是“失落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都会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共识：改变现
状，尽快从危机的低谷中走出来！
　　而要修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首先在于强化和改善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
改善金融合作模式和强化未来具备增长势头的产业协作关系，将是缓解金融危机对东亚国家造成的“
小国的痛苦”和“大国的烦恼”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危机后世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趋势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回暖的步伐。
只有通过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使各国形成监管及结构调整的内在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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