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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形势风云变幻。
随着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受
到严重冲击。
　　美国金融危机发展至今，已拉倒不少显赫的欧美大型机构，但最新的问题之一是主权信用危机，
即整个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
这情况已在冰岛出现，巴基斯坦、韩国均是濒临破产的高危一族。
　　这场危机势头之猛，破坏程度之烈，均创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之最。
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形容美国眼下经济困局如同遭遇“经济珍珠港”。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已全部陷入衰退，世界经济正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要走出衰退必须依赖新兴经济体。
这使得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聚集到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
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
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
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
从2002年开始，中国GDP都是以10％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的贸易则以28％的速度增长。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快速而长时间发展。
　　然而，繁华的背后，危机却在一步步逼近中国。
中国能一如1997年那样成功地避开金融危机吗？
与亚洲金融危机中各个媒体对中国的唱衰相反的是，在如今全球金融市场奄奄一息时，媒体将中国看
做是拯救全球金融世界的“白衣骑士”。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贮备，但这显然忽视了中国有限的力量和其国内面
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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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全球商界、政界领袖及权威经济学家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精彩言论与观点，并就当前形势下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与复兴、中国企业如何生存与发展、中国人如何让自己财富保值与增值等问题提出
了独到的见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怎么办>>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　一个时代的结束　国家破产　金融危机转道　重创实体经济　金
融危机第二波　东欧经济危机　东欧“崩溃”　冲击欧盟一体化进程　新兴市场元气大伤　本章参考
文献第二章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　泡沫终将破灭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失业潮随之到来　
“通胀大屠杀”　本章参考文献第三章　金融危机真相　格林斯潘：制造泡沫　房价是上涨中的“庞
氏骗局”　资产证券化的缺陷　乐观消费：个人高负债　华尔街：撑着金色降落伞逃跑　本章参考文
献第四章　金融危机启示录　金融创新不能逾越底线　制订更严格的监管制度　要相对控制高杠杆模
式　信用卡消费的双重作用　本章参考文献第五章　拯救危局：靠市场还是靠政府　罗斯福“新政”
：挽救大萧条危局　亚洲金融风暴：政府干预市场　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　中国政府：财政扩张
政策　华尔街的风暴：自由主义“终结”　本章参考文献第六章　救市行动：陷阱与底线　“新凯恩
斯主义”回归　“有毒资产”计划　零利率与流动性陷阱　“印钞救经济”　经济刺激方案的底线　
本章参考文献第七章　金融崩溃：美国霸权地位衰落　美国控制世界的三套把戏　控制了货币，就控
制了整个世界　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整个人类　超级美元的衰败
　美元大幅度贬值　“美国衰落”再次唱起　本章参考文献第八章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怎么办　超
出想象：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　资金从哪里来　资金到哪里去　如何管好用好4万亿投资　振兴十大产
业，拉动中国经济　为什么要选这十大产业　振兴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　保就业还是保GDP　保GDP
　保就业　房地产：救市之争　面对美元贬值，中国怎么办　强势新时代　本章参考文献第九章　中
国战略：启动内需　“永动机”停摆　撬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房地产能否拉
动内需　“藏富于民”这道坎儿　本章参考文献第十章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如何生存与发展　首
要战略：活下去　“中国制造”怎样突围　充分利用“土豆效应”　“腾笼换鸟”的争议　本章参考
文献第十一章　如何走出金融危机　谁将带领世界走出衰退？
　拯救世界的“骑士”　各国携手，应对危机　本章参考文献第十二章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20世
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产生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到来
　日本：“失去的十年”　“互联网络泡沫”　本章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怎么办>>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　　一个时代的结束　　华尔街，这条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
，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街道，长不超过1英里，宽仅11米，却云集了众多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
虽然有些早已搬离华尔街的地理位置，但它们仍旧归属于华尔街这一群体，在美联储面前持有重要的
“华尔街态度”。
　　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做着同样的财富梦想来到了华尔街。
摩天大楼矗立在小小的街道两旁，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各大投资银行、联邦储备银行
、世界各大保险公司曾经全部聚集于此。
　　华尔街投行是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从两个世纪前的为贸易融资、为基础设施融资，到后面的强力介入企业重组、证券期货市场，等等。
投行们设计出了一个个美妙的金融奇思并将其实施，催生出一个个市场奇迹。
　　然而，过去风光的华尔街却因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而伤痕累累。
　　2008年，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林被收购，加上之前垮下的贝尔斯登，华尔街排名前五的投资银
行只剩下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
随着金融危机的日渐深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2008年9月21，日晚宣布，批准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
至今幸存的最后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
获得银行牌照。
这标志着由独立投行主导的华尔街已经轰然倒塌。
　　正像英国《经济学家》所说，这个十年的前半段，当银行疯狂赚钱时，华尔街上流行的话是：“
更像高盛（投行模式）一点吧。
”但时至今日，“别太像高盛”则成为当务之急。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前主席威廉?伊萨克感叹道：　　大摩（摩根斯坦利）和高盛的决定，标志
着以往世人熟知的华尔街（时代）的终结。
要知道，这些敢于冒风险的华尔街投行曾经帮助创造了美国经济的太多辉煌。
　　美联储批准这两家投行转型，标志着投行模式的草草终结。
根据美联储的决定，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以后将混业经营，一方面它们可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吸收存
款，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永久享受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贷款的权利。
这两大融资条件，将有效帮助它们渡过目前的难关。
这也意味着华尔街上声望最高的两家投行，此后将处于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严密监督之下，赢利水平
也将远不及从前。
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前已经纷纷宣告被并购或破产。
根据长期关注高盛的分析师布兰德，亨特兹的说法：　　相较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的监管介入程度更高。
建立起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就必须向美联储、美国通货监理局和纽约州银行监管当局报告，这个成本
是高昂的。
　　国家破产　　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就一直在向外围国家蔓延，冰岛这类小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找到了银行业的受害者。
而冰岛，是第一个面临着破产危机的国家。
　　在此，我们首次看到了“国家破产”的字眼。
这里的破产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资不抵债，国库亏空。
　　在现代社会，国家破产不会伴随统治权“易主”，但国内经济会出现连串“后遗症”，包括政府
宏观调控措施失效，货币体系崩溃，以及通货膨胀等等。
现时较有效处理“国家破产”的方式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债务国提供“破产保
护”，撮合债权国协商，通过豁免或延期偿还债务（甚至继续借贷）来解决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接受央视《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采访时向人们
解释了什么是“国家破产”（National Bankrupt，cy）：　　其实“国家破产”这个词有一定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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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破产的背后是国家的收支危机，国际收支危机，它要还的债没有钱去还了，要再借钱借不来了
，这是国际收支的危机。
在历史上这种现象反复发生，各个国家都有发现，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收支
危机。
过去为什么不叫破产呢?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要不然就采取宣布我不还钱了，我也不借钱了，我和国
际金融市场一刀两断，以后再跟你玩这么一个做法。
或者我全面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条件，我跟你借钱，但是我受制于你，我听你的话。
第二种方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很多人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责很多，说你太无情无义了，
把这个国家整得很惨，（认为IMF）有的时候是落井下石。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破产”的概念，是想学“企业破产”的概念，既然企业可以破产，国
家也可以宣布破产，我（债务国）宣布破产之后，你们（债权国）就不要来逼债了，给我一个喘息之
机，等我恢复以后再还钱。
　　（国家破产）就是我（债权国）暂时不来逼债了，所有债权人都（有）冻结你（债务国）还债的
权利，我（债权国）正常的短期的贷款我照样给你，我让你国家去运行，但是这个概念现在没有完全
得到认可。
　　在人们的印象里冰岛这个国家似乎和破产根本沾不上边，以前听说这个国家都是诸如“世界最富
裕”、“最具经济进取性”、“最和平国家”等褒奖。
那么，是什么导致冰岛几乎“一夜致贫”。
这可以从冰岛总理盖尔?希尔马?哈尔德的话中找出原因：　　我们从这次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是，小国
试图引领国际银行业是不明智的。
　　据统计，在银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后，短短7年时间，冰岛的金融机构就累积了750亿美元的外债
。
然而仅在2008年，冰岛各家银行的债务，相当于冰岛男女老少每人欠下超过25万美元的债。
　　冰岛总理哈尔德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使冰岛经济倒退5年，冰岛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10％
。
如今冰岛的通货膨胀达17.1％，创下18年来的最高纪录。
该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走出此次金融危机的阴影。
冰岛总理　　哈尔德眼见银行体系崩溃，已经开始建议国民自行捕鱼来节省粮食开支。
　　金融海啸之后冰岛已经破产，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均在努力应对危机。
有“新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宾尼已非首次警告还将会有一些国家可能破产，
据彭博报道引述鲁宾尼在自己网站上的文章：　　政府吸收这次金融海啸的民间损失，这当中已经把
许多民间的负债转移到政府账上。
政府总有一天会破产，如此一来政府作为金融体系后盾的公信力（包括存款担保）都会荡然无存。
　　尽管各国试图拯救金融体系，但政府倒闭危机仍未消除。
　　源于北美的次贷精灵一挥羽翼，从极尽繁华的都市到凋敝衰败的乡村，甚至在遍及世界的任意角
落里，人们都普遍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超强飓风肆虐降临。
在这场飓风首次冲击中，被誉为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理想之国——冰岛不幸触礁罹难，近乎破产
；蝶儿翩翩，随着飓风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地不幸的消息更是纷至沓来⋯⋯　　在乌克兰，数以万计
的乌克兰人无法从银行取出钱来。
乌克兰《业务报》报道说，受金融危机影响，乌克兰爆发了大规模的黄金抢购潮，当地居民开始大量
收购黄金，以寻求在金融危机中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储蓄避险保值——因为乌克兰人认为黄金要比股票
和银行存款更为可靠。
英国《独立报》分析称，受国际市场严重不景气影响，以出口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乌克兰已濒临国家
破产边缘。
　　金融海啸第二波的巨浪已经来临，其中巴基斯坦、韩国均是濒临破产的高危一族。
　　巴基斯坦外汇储备自2007年起大减74％47亿美元，但未来1年到期的外债达30亿美元，标准普尔将
该国信贷级别下调至CCC+（垃圾级），仅高于破产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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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预计，巴基斯坦需100至150亿美元才能避免拖债。
　　韩国国内银行的存贷比率超过130％，远高于亚洲区80％的平均水平，银行周转出现问题。
根据美林的报告，从2006年开始，韩国的外债呈现出急遽攀升的势头。
仅短期外债而言，2006年底的规模约为700亿美元，但在　　2008年下半年已飙升至近1800亿美元，外
债短债率已超过国际公认20％的警戒线，韩国可能再次成为净债务国。
市场担忧其成为“亚洲的冰岛”。
　　金融危机转道　　随着消费信贷、商业地产抵押贷款等坏账增加，美国金融系统正遭受着投行倒
闭之后又一轮冲击，继华尔街投资银行之后，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也滑落到崩溃边缘，这再次给实体
经济拉响了警报。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2008年3月20日宣布，佐治亚州金融监管部门当天关闭了该州
的FirstCity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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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房产繁荣之后的泡沫破裂，它根本上是为期60年、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信
贷扩张时代的终结。
　　——国际投资大师　　乔治·索罗斯　　格林斯潘创下了一个历任央行行长绝无仅有的纪录：在
他的任期内，美国市场上发生了两场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先是股市泡沫，后是房市泡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克鲁格曼　　我们数百万的公民每天晚上会半夜醒来，为是否
能支付起账单、保住房子、为退休存下足够的钱感到担心。
　　——美国总统　　奥巴马　　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中击，我们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危机中，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中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民族，不可能是经济上成熟的民族
：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企业家，不可能是成熟的企业家：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公民，不可能
是市场上成熟的公民。
　　——著名经济学家　　郎成平　　处于当前世界的这种危机当中，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衰退的状
况之下，世界银行最希望的就是中国维持相对高速的发展。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新兴国家相对而言一般要增长得快一些，我认
为中国能够更快摆脱这场危机，而在危机之后会比之前更加强劲。
　　——戴尔公司CEO　　迈克尔·戴尔　　面对危机，中小企业当前的首要战略就是活下去，不死
才是硬道理。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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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怎么办：当金融危机改变世界》是全球商界巨头、政界领袖及顶级经济学家纵论，世界金
融变局及中国经济转型与复兴战略。
在金融废墟中探求全球金融危机的真相，在金融拯救中探秘国际金融的全新秩序，在金融变局中探讨
中国经济的转型复兴，在金融转型中探索中国企业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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