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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由“华尔街时代”过渡到了“华盛顿时代”。
金融市场从过去三十年的自由化及迅速膨胀阶段开始朝着收拾这一残局、制定新规则的方向转变。

全球金融资本市场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及泡沫形成进而崩溃
的21世纪初之后，进入了“金融社会主义”时代。
本书力图通过梳理过去金融发展脉络，并从近期的次贷危机入手将演变至今的历史脉络逐一理清，以
此为基探寻未来30年的金融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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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失去秩序的全球金融市场　　触犯神旨的巴别塔　　那时全世界使用同一种语言。
为博得赞誉人们用砖瓦代替石头，用沥青代替灰泥，试图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
神目睹着人类的这种行径，认为通用同一语言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便让人类的各个族群使用完全
不同的语言，彼此无法沟通。
从此以后，人类内部发生动乱，流浪各处。
　　（摘自旧约圣经《创世记》第11章）　　在思考与次贷危机类似的事例时，著者不禁想起旧约圣
经的开头部分，《创世记》的巴别塔寓言。
“砖瓦和沥青”如今听起来泛着些许古旧的气息，但在那个时代它们无疑是“尖端技术”的象征。
用“金融技术”来衡量当今的金融无疑是妥帖的。
人类建造巴别塔的那种“浮夸”与“操之过急”可以引申为金融领域的“杠杆效应扩大”。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杠杆效应扩大的背后存在着“同一语言”，即“基本构造等级”之类的结构。
触犯神旨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也可以等同于金融领域的“时价混乱”。
其外，正如巴别塔寓言最后所呈现的那样，人们操着不同语言踏上了流离失所之旅，我们则不得不面
对眼下的金融问题，即次贷危机，只有“挪亚方舟”方能解救。
　　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混乱期，日本经济略微呈现了复苏的迹象，却又不得
不面对这一泡沫崩溃后出现的新型经济“海啸”--次贷危机。
这是继上次危机后又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根源并不在日本，这是一场缘自欧美的“海外大海啸”。
过去十余年问，欧美一直是日本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时效仿的榜样，如今较日本先迈出一步的欧美模式
已经被迫做出修正，日本也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前进方向了。
　　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是金融进步，而是触犯“神旨”后世界被迫回归到过去的“乏味金融时代”，
这是一次阶段性的“金融衰退”。
人类历史不断重复着操之过急及因此而产生的反作用的过程，金融的发展历程也未能例外。
此次次贷危机也正是人类所采取的杠杆效应扩大和金融泡沫所导致的触犯“神旨”的后果。
　　德国新教福音主义教会议长沃尔夫冈·胡佛在2008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祝词中，对德国某大型金
融机构首席执行官（cEO）疯狂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本人也因这一非凡的举动
而备受关注。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孕育了与巴别塔同样危险的次贷危机的当今金融领域所敲响的警钟。
　　泡沫经济后，日本在否定既往金融模式、构建新型金融模式的道路上再次被否定，从而极易产生
走投无路的闭塞感与绝望感。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面对本国危机具有一种“必须有所行动”的
积极意识。
但本次危机中，日本国内蔓延着一种相对轻松的情绪，认为“次贷危机缘自国外，和日本没有太大关
联，而本国的问题已经是过去时了”，日本便采取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因此，日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面对眼前的经济困难对全球整体形势把握不足。
事实上，当前的政局混乱恐怕也是由于这种精神上的投机取巧。
　　人们常用“百年不遇”来形容这次次贷危机，但是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他们多怀有“为什么恶
化到这种程度？
”“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这样的印象。
在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后，人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疑虑，但金融领域的问题往往难以见到实体，所以这
次危机要比日本的泡沫崩溃更加难于理解。
本书的出发点正是力图解开这些疑虑。
本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历史的分量”，即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发生过大萧条的60年进行综合梳理。
探讨未来30年的金融发展愿景绝不能忽略这一段历史所具有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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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信贷产品被当作金融商品使用导致了大规模的信用紧缩、信用丧失及恐慌担忧。
追根溯源，全球经济活动、金融活动是在高风险的信用市场有意识地设立一个“圣域”才得以顺利进
行的，企业与个人间的相对交易本质上都是与风险同在的。
因此，金融机构介入其中成为媒介，通过判断个别风险来提供信用，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通过“无风
险”使资金运营保持顺畅。
但是，前提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是安全运营的金融监督组织。
市场性金融和乡村社会一样，是一种建立在井然的秩序之上的优越结构，因此，“村规”，即共同的
基础构造、作为共通语言的建制及能够进行评估的统一化商品，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前提。
　　最近，有这样一种论调，即“不应依据基本建制进行判断”。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自行作出全部判断”的观点是正确无疑的，但如果将此观点付诸实践，我们将
会陷于两种境地，要么回归传统的银行借贷，要么回到个别企业或个人的相对交易。
在巴别塔寓言里，人们最后回到语言各持一方的混乱状态；在当今金融领域，那就意味着极端的信用
紧缩、信用丧失以及恐慌状态。
对基本建制进行批判很容易，但对其否定往往意味着有可能造成信用丧失的严重后果。
　　这种过度行为的极致化最终触犯了“神旨”，其结果便是次贷危机。
回归“乏味金融”还只是一种“单纯的逃避”，如果任其发展，则有可能面临信用丧失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同年11月召开的金融峰会正是由于各国政府领导意识到这种可能性而采取的
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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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去三十年，金融过度自由化也许就是“必要恶”。
未来三十年，全球将步入“金融社会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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