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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三人对话录。
 我和陈道富合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出版后，北京 卓旨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南女士和她的节
目编辑团队，在 2011年春节前后反复阅读了该书，甚有兴趣。
认为书中的大量 思想观点，正可以解决市场和电视观众的困惑，值得大力宣传。
 但是考虑到全书48万字的篇幅，且专业性强的特点，如何宣传 又是个问题。
后来他们决定选择以普通电视观众感兴趣的，并非 一定是战略理论所涉及的话题，以“十问中国金融
未来”的形 式，在电视上开辟十期节目，由李南主持，通过三人对话问答， 尽可能把全书的重要内
容、重要观点，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 观众。
并在第十问中，兼顾回答了市场投资者在理财中遇到的一 系列问题。
 本书就是根据“十问”电视节目整理而成。
在整理中，尽 可能保持了原来对话中随意、插科打诨的活泼风格，使之具有更 加通俗、真实、给力
的特点。
当然，如此一来在阐述某些思想观 点时，难免挂一漏万。
不如写书时，可以修修改改，说得全面 些，在此特作说明。
若读者想全面了解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 点，还是建议阅读原书。
 本书虽然是三人对话录，但首先还是要感谢李南女士，因为 是她建议以对话的形式来宣传《中国金
融战略：2020》一书的 观点。
作为一名财经主持人，她是非常刻苦、专业的。
为准备这 十期节目，她反复阅读了原书。
我们发现她在原书中数处标了记 号，画了杠杠及其他符号。
在电视对话过程中，她又时不时脱离 开幕后编辑准备的话题，问一些在阅读中碰到的较专业的问题。
 这也使得三人的对话形式更活泼，内容更翔实。
可以看出，李南 女士作为一名财经节目主持人，在专业上是很下功夫的。
 另外，本书附录编入了2011年8月1 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面对面》栏目对夏斌的访谈《美债下的
危与机》，以飨 读者。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无常。
关心形势的变 化，已从决策圈、经济工作者和科研院所，走向了市场，走向了 民众，这是好事。
当更多的民众关心天下形势变化时，从民众财 富与国家经济兴旺的关联意义上说，中国是更有希望的
。
《中国 金融战略：2020》一书，只是我们个人对未来的中国金融“要 什么”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也许有的读者并不完全赞同，但这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来思考。
中国的未来亟需未雨 绸缪。
 夏斌 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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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十问中国金融未来》访谈整理编辑而成的，采用对话体、问答形式，保持了活泼、
直接、通俗、到位的风格，从经济学家和媒体人的不同视角，对中国当前经济的热点和未来发展进行
提问、思考和探索，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普及经济、金融知识的财经读物。
全书共分为十个部分，对当前大众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如巨额外汇储备、利率市场化、人
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升值、国家金融战略下的个人投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附录编入了夏斌2011年8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访谈。
在这一部分，夏斌就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下调所引发的议论进行了解读和评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
行了展望，并给出了政策建议，有助于读者认清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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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斌：国务院参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
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中国数
所大学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
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陈道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李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资深财经传媒人。
著名专业财经电视节目《财富中国》创始人之一、首席主播，国内第一档财经脱口秀节目《财富非常
道》（曾被评为2007中国电视年度财经节目）的策划人、制作人、主持人。
荣膺2007中国百佳魅力女性、2007年度十大传媒新锐人物。
著有《我最想要的理财书》、《女人财富非常道》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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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问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金融中心
　二、金融“拔苗助长“挤出了实体经济?
　三、资产泡沫和通胀: 货币超发惹的祸?
第二问 中国经济有没有“中年危机
　一、“硬着陆”快来了吗
　二、步入“中年困境”的中国经济
第三问 巨额外汇储备为何让央行“头疼”
　一、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
　四、中国需要3000 ~3500 吨黄金储备?
第四问 人民币为什么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一、货币超发让人民币对外升值, 对内贬值?
　四、汇率升值, 抗通胀? 促转型?
第五问 金融业“盛宴”为何国资独享
　四、抽一点国有资本救穷人, 搞民生
第六问 正利率为什么这么难
　二、地下钱庄背后扭曲的利率
　五、负利率, 我们怎么能“舒服”起
　六、被“利益集团”绑架的金融?
第七问 人民币“出海”, 驶向何方
　三、终结美元之祸, 助力大国崛起?
　四、未来世界货币体系重新洗牌, 人民币会是主牌吗
第八问 谁来为人民币“出海”保驾护航
　一、离岸金融市场: 人民币出海的第一个停靠码头?
第九问 如何走好金融对外开放的“平衡木”
　二、从破“8”到破“6.5”, 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背后是什么
　三、关闭资本账户的大门, 就能关掉“索罗斯的冲击”吗
第十问 国家金融战略下的个人投资选择是什
　三、资产泡沫, 等待破灭还是享受“泡泡浴”
　四、存款保险? 保险存款?
附录 接受CCTV2 “面对面”栏目主持人访谈
　四、美元会崩溃吗
　五、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出现吗
　十、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要下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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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南：我看到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中国目前有28个城市都提 出了要建世界性的、全国性的和地
区性的金融中心。
还有很多城市需要 建所谓的“金融服务后台”，包括我们知道的大城市，甚至像铁岭这样 的小城市
。
我可以理解地方政府需要一个因素来拉动经济的发展，给经 济更多的活力，金融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
动力。
那么在这当中，您看到 了什么？
中国需不需要这么多金融中心？
美国那么大的金融市场，我们 知道的也只不过是华尔街、芝加哥这样的金融中心。
中国各地争建金融 中心现象，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一个事情？
 夏斌：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这两年确实在中国势头很猛。
第 一，就我本人来说，也经常被邀请到某些地方，去研究那里的金融中心 问题。
比如说，西南的重庆和成都，西北的兰州和西安，都要成为区域 性金融中心。
而除上海外，北京、深圳、广州在金融中心问题上的表 述，好像都有点大同小异。
我想地方上的领导，不管是在经济专业圈 的，还是在金融圈的都知道，金融中心的发展是成熟经济的
一个标志。
 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发展金融中心，它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对 GDP的带动、对产业的调整
、对就业的推动，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 认为，地方政府这个心态、本意都是好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因为 这个问题，放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大家提都不会提。
这说明大家已 经充分认识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我的老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同志在当天津市市 长的时候，国务院下了一个关于
“天津滨海开发区综合试点改革”的 方案，让金融“先行先试”。
当时戴市长叫我去参加研讨会并发言。
我 在研讨会上说，尽管下了“先行先试”的文件，但是在我们进入21世 纪之后，天津的“先行先试”
，实际上不可能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 深圳和90年代的上海那样搞金融创新、金融改革以及推广各种
各样新 的金融工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整个中国金融 市场体系，金融市场的制度框架、机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
在这些框架 中，整个市场的运行机制是统一的，全国的金融市场是统一的。
也就是 说，上海有的金融品种，或者兰州有的金融品种，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 可以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搞“先行先试” 就很难了，因为不像过去的时候，市场是
不统一的，信息是不灵通的。
 我讲这个事例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现在全国各地都要搞金融中心，这个 积极性、出发点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接受，但是我们一定
要看到 这个大环境的变化。
国家已经确立了金融战略，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 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战略确定了，所以很多金融资
源，包括后来的金 融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全国银联等等都设在了上海，连中国人民 银行的第
二总部都设在上海了。
 李南：我在这本书《中国金融战略：2020》里看到一句话，说 不要想当然地伙为金融一定能促进经济
的发展，这个“想当然”怎么 理解？
到底金融跟经济在你们的理解当中，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陈道富：就是说，如果金融发展适应于经济发展的话，就能够促进 经济发展；但是，如果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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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于经济发展，不论是超越还是滞 后，它都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一些阻碍。
比如金融中心的发展，当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自然形成一定的金融中心，那么这类
金融中心就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一个很好的服务作用。
但是在经济发展还 没到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到处都建金融中心反而会有问题。
 夏斌：也就是说，拔苗助长是不行的。
 李南：对，就是说金融中心的背后是市场和交易，而不是一堆大 楼在那里，就是金融中心了，是吧
？
 夏斌：是的，市场和交易的背后就是经济。
“长三角”是中国经 济最发达的一个区域，上海又因为有传统的金融资源，再加上金融市场 和交易
本身有个“积聚效应”，所以选择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是合适 的。
但我同时想告诉大家，也是我在深交所当老总的时候就曾说过的， 从纯技术上讲，在无纸化交易下，
即使在青海的沙漠里也不是不能搞交 易所，因为我们交易所的撮合成交都是通过卫星来实现的，它是
个无形 的市场。
关键还是交易的品种、交易的工具、交易的制度。
比方说，还 是用上海来举例子，我们说把上海办成国际性金融中心，这是我们的长 远目标，但现在
还办不成，为什么？
因为它制度不够。
什么制度？
人民 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交易的品种还局限于中国境内的一些人民币资产， 外汇还不能随便兑换成
人民币来做交易，所以说只要这个制度没突破， 你想办国际性金融中心也办不成。
 李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当年去美国 的哈特福德市应聘。
那个地方是全美甚至欧洲的保险业巨头的总部，我 朋友到了之后发现尽管总部在那里，楼在那里，但
是那地方像个“死 城”一样，就是它没有交易在那里，所以没有人会说哈特福德市是个 金融中心。
后来他跟我说，你看义乌那个地方，从一个小村子成为一个 那么活跃的市场，甚至开始有金融大楼在
那里盖起来了。
它是先有市场 交易，再有金融发展，而不是一个地方建一条街的高楼大厦，这个楼叫 “财富中心”
，那个大厦叫“金融大厦”，就是一个金融中心了。
P2-4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问中国金融未来>>

编辑推荐

　　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无常。
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跟每一个老百姓都相关：人民币国际化，不只是关系到中国的综合实力的问题，它
还使我们每个人跟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挑战着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消耗
和吞噬着我们的国民福利；存款机构保险，不仅使金融体系运转更健康，也使普通储户更安心、放
心&hellip;&hellip;更不用说，在国家的金融战略下，老百姓如何投资理财，如何实现财富最大化，这更
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说，本书的十个问题，既能在宏观上上升到国家金融战略的层面，又能在微观上深入到普通
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特点能让广大读者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对经济、金融热点问
题，以至于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战略问题的兴趣和思考。
　　《十问中国金融未来》精彩观点略举一二：　　正利率为什么这么难？
利率市场化改革，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首先是CPI，其次是经济增长，最后要保证不出现金融泡
沫。
　　谁来为人民币&ldquo;出海&rdquo;保驾护航？
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核心思路：要让人民币先&ldquo;走出去&rdquo;，然后&ldquo;玩起来&rdquo;，
最后还能有控制的&ldquo;流进来&rdquo;。
　　国家金融战略下的个人投资选择是什么？
要想生活得更好，要尽早为养老做好准备；未来还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产；委托机构投资者是
一个必然的趋势；房地产投资要&ldquo;以消费品为主导&rdquo;；要根据家庭财力和用途来考虑是否
购买黄金保值增值。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金融中心？
我们的现状是处于&ldquo;金融弱国&rdquo;阶段，&ldquo;金融过度&rdquo;与&ldquo;金融抑制&rdquo;
并存，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是有条件的，不能盲目和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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