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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金融的发展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世界各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世界金融发展史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很少能够避免金融危机
的爆发，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风险的形成与积聚，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将严重影响到一国的
金融安全。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连续爆
发，给危机爆发国造成了严重危害，也极大地冲击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注定要进入未来金融经济史的教科书。
9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大规模机构破产重组、全球金融市场暴跌、各国政府积极救市等应接
不暇的动荡情景。
起源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也迅速演变为一场浩大的全球性金融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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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首届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
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科技顾问团顾问．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科教顾问．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
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出版社金融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调控、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近年来在《金融研究》、
《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等刊物发表 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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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金融危机的成因　　研究金融危机的学者无不重视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研究，每发生一次金
融危机，就会引起一次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及对危机原因的集中探讨。
　　19世纪金融危机不断出现，开始促使学者们系统思考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穆里纽克斯、约翰·
穆勒、朱格拉、马克思等学者都曾先后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探讨。
19世纪的金融危机研究的最显著特点是，金融危机研究作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理论研
究的派生研究，并不独立于经济危机研究。
马克思虽然在晚年研究中提出存在独立产生的金融危机，但他没能对此作深入分析。
早期金融危机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一是金融危机是信用经济条件下金融因素与社会经济交互作用的结
果，研究金融危机，必须对它产生的信用条件给予高度的重视；二是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危机具有根
本性的影响，只有深刻理解实体经济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金融危机；三是金融
危机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心理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繁荣和金融危机研究，凡勃伦、熊彼特、霍特
里、马歇尔、哈耶克、欧文·费雪、凯恩斯等学者先后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过研究。
1929年大危机更是催生了“债务一通货紧缩”论、“有效需求不足”论和“货币政策失误”论等著名
理论。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金融危机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一是对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的关注不断增加
，出现了金融危机研究从经济危机研究中独立的倾向，“债务一通货紧缩”论的提出具有相当的代表
性。
二是对金融危机心理因素的研究得到了发展。
费雪明确提出公众投机心理的发展阶段。
凯恩斯更是提出三大心理规律，第一次把心理因素，特别是预期提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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