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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是为金融海啸　　重大的历史事件，总会在文字上留下痕迹。
例如，当我走在开始经受金融海啸冲击的香港街头，看到一度火热的售楼点日益萧条下来，在密密麻
麻的各种纸张贴出的售楼广告中，蓦然跳出几个字：　　某某楼盘出售――雷曼价　　只有经历了金
融海啸，读者见到这样以“雷曼价”来形容不能再低的金融资产价格，才会会心一笑。
　　当历史的时钟走到2007年4月4日这一天，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因其债务违约
，无力支付即将到期的巨额债务，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
这个昔日的抵押贷款市场的耀眼明星自此陨落。
原来一直被视为“影响有限”、“风险可控”、“很快过去”的次贷风波，开始正式演变为一场席卷
全球的金融海啸。
　　多么形象的形容：金融海啸。
末日博士鲁比尼创造的一系列专门分析次贷危机的词汇，例如金融海啸、例如有毒资产等，开始成为
每天媒体上不能缺少的常用词汇。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出现了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和AIG(美国国际集
团)、雷曼破产、美林被吞，华尔街五大投行倒下其三，引发骨牌效应。
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FDIC)接管，投行界最后的大佬摩根士丹利、高盛向银行控股公司转型，挥手告别独立投行时代。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前主席William Isaac认为这是“华尔街独立投行时代的终结”。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冷静地说：我等其实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
剧中人。
我们正在亲历第一场真正具有全球范围冲击力的金融危机，索罗斯认定“我们处在自30年代经济大萧
条以来最糟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掐指一算，百年一遇，是为“金融海啸”。
　　淹没华尔街　　我第一次到达华尔街的时候，大脑中充斥着从各种各样的金融书本中得来的对于
这一条小街的夸张和崇拜的描述。
但是对我自己上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在这条街上步行时，两旁的高楼林立，走在路上似乎很
少能够感受到阳光，从大厦之间刮过来的风显得更为迅速。
我想，大概这就是金融中心的“范儿”吧。
　　华尔街(wall street)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一条大街的名字，长不超过一英里，宽仅11米，在地理
上仅仅是位于“一块墓地和一条河流之间”的六条狭窄的街道。
但它却是美国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的所在地。
　　在这条街道上，所罗门兄弟曾经提着篮子向证券经纪人推销债券，摩根曾经召开拯救美国金融危
机的秘密会议，年轻的文伯格曾经战战兢兢地敲响高盛公司的大门，米尔肯曾经向整个世界散发他的
垃圾债券。
这就是华尔街——不断创造着人们传说中的现代奇迹与神话的地方，通常，只要在华尔街的哪怕是非
常后线的、并不重要的部门工作过很短的时间，他往往可以到其他的市场上把自己打扮为资本市场的
专家。
　　而今日，常识再次取得胜利，它告诉我们，长时期脱离常识的传奇是不可能持续的，神话并不可
能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华尔街是一个金融帝国、一个世界强权，正如2500年以前的罗马帝国一样。
华尔街超越了它的左邻右舍，成功地，尽管是痛苦地，应对内部的冲突，最终成为一个强权出现在世
界舞台上，并使得所有其它的世界强权无法藐视它的存在，否则就会陷入危境。
”　　本来在美国金融界并不是十分知名的经济史专家约翰·戈登，却因为一本对于华尔街历史的通
俗读物而迅速蜚声他自己还并不十分清楚的中国市场。
在这本很快成为中国流行读物的通俗读物中，他自信满满地写道:“虽然我们还会在股市中遇到各种各
样的挫折和灾难，但是像1929年那样的崩溃却不太可能再发生了。
”　　我们只能说，直到在这次海啸席卷全球之前，似乎这位经济历史学者的论断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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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伟大的博弈”几乎牵涉到所有经济体，环球同此凉热；但是他也是偏颇的，这绝不仅仅是一
场“伟大的博弈”(The Great Game)，同时最终也成了载入史册的伟大的“骗局”(The Ponzi Game)。
　　书本还是那么的炙手可热，然而今天，在人类第二个千年来临时，华尔街这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跳动的心脏，现在已经几乎停止了跳动。
　　这真是一个让我们赞叹的伟大时代，在一年的时间内重新读一本书，能够让我们得到完全不同的
看法。
我的一位在一个省担任金融办公室主任的朋友这样告诫他的在英国学习金融的孩子说，这个时代对你
们来说真是太好了，就如同学习汽车，通常情况下，如果汽车不出现大问题，是不可能把汽车的箱盖
都打开来大修的，但是不打开箱盖，你怎么可能了解那么深刻的汽车运作呢？
现在就是全球金融业打开箱盖大修的时刻。
　　每当看到一个新的机构倒下、一个新的偶像倒下，我就想到这个比喻，心中说：又一个出现问题
的汽车箱盖被打开了。
在写这个前言的时候，纳斯达克的前主席麦道夫被市场发现原来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金融骗子；而美国
的金融市场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巨大的冲击，当天的美国股市似乎并没有大跌，投资者是被海啸冲
击麻木了吗？
　　在这个我们都没有见过的金融海啸中，整个金融市场似乎已经完全乾坤颠倒了。
华尔街的火箭数学家们皓首穷经，研发出来许多人一辈子不可能弄明白的CDO，CDO2，CDO3 
，MBS等等衍生产品，把整个的投资者、评级机构、监管机构，甚至常理和良知都忽悠了进去。
他们自认为也已经了解了CDO 这种产品，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彻底错了。
　　精美得让人赞叹的模型得出的答案是没有意义的。
模型的假定已经错了！
这些都是事后总结。
预测未来时，这些模型毫无用处。
资产证券化世界中的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是一场骗局。
华尔街欺骗了人们，它试图建造出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顷刻都会坍塌，却借此抢夺了诚实的纳
税人的财富。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肯定地说，华尔街的贪婪是与生俱来的，几乎是成了一种义务和信仰。
华尔街的大起大落，给我们展现了一场世纪金融大风暴的生动场景，但同时也将拉开金融大变革的序
幕。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无情而又充分地掀过大家都开始厌烦的一页，又试图掀开新的一页。
　　由200多年前“梧桐树协议”演变到今天傲视全球的华尔街，它一路走来，风雨兼程。
它昔日的成功同今天的失败一样，永远值得世人铭记。
　　正如美国曼哈顿大学金融学教授Charles Geisst在《华尔街：一段历史》中所写道的：“随着它们(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得不投身存款业务以求自保，高杠杆时代将结束，随风而去的还有曾经那一张张
印着总统头像的丰厚回报。
”　　历史远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人类仍将在贪婪与恐惧，疯狂与理性中求索、前行。
　　“危”与“机”的辩证法　　中国古老的辩证哲学告诉我们。
“危机”就是危中带机，就是危险和机遇并存，互为前提，互相依赖。
　　面对着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国是最有能力尽快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而面临着并存着的危险
和机遇，我们还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检阅这背后的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和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之间
的微妙关系，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界还保持了一贯的谨慎与低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海外的学者似乎更为热情地看到了未来的信息。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佩佐夫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大国取代另一个领先的大国的模式。
今天，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帝国。
美国的帝国已经衰落有大概40年了。
美国帝国即将倒塌，而必须有人站起来，推一把，使之发生。
这，是中国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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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在它希望的时候做到这一步：中国要做的是卖掉他的以美元标价的资产，卖掉所持有的美元
，把资本返回国内。
但是，中国等待时间越长，积累越多，它令美国迅速而致命倒塌的机会就越大。
”　　基于对中国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期待，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
森(Niall Ferguson)教授把China和America合并出Chimerica这个英语新词。
刚刚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刊登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于当前中美经济格局的评
论，他说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婚姻关系，一个人存钱另外一个人花钱，现在大概只有中国能够救
美国了，但是中国还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中国转而主要用扩大内需的办法来应对危机，则是需要向全
球化说再见的时候了。
　　在此我们且不必论奥地利学派的是非，也难以评价弗格森或者克鲁格曼的对错，到目前为止，中
国依然保持着务实和理性的态度。
　　我与香港金融界一位资深专业人士讨论Chimerica这个词汇，他说这是当然嘛，一个公司要倒闭破
产了，最大的话语权自然在最大的债权人这边，现在美国面临破产，中国就是最大的债权人。
我个人倒是认为，中美的经济关系，至少应当通过这次危机恢复到正常的市场经济关系下的水平：债
权人象债权人，债务人象债务人;而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本来是中国的债务人，但是自大的做派显得
倒是债权人了。
　　在这样一个全球大洗牌的时刻，我们愿意把2008年看作一个终点，也看作一个新的起点。
经过改革三十年的纵横激荡，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更需要大思路、大视野。
　　金融海啸也促使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流更为直接，不少金融机构直接到美国等海外市场考察
交流，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也通过视频与中国的投资者对话，在介绍了他的反身性理论和悲观的预
测之后，他说：“在推动全球经济方面，中国要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
”　　让我们先从对金融海啸的观察、思考和总结开始，尽管这种思考和反思可能还显得幼稚和初步
，但是，这至少代表了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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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20万字，共分五篇，采取一种类似拍照的方式，以金融危机中一些关键的事为经，以金融海啸中
的关键人物巴菲特、索罗斯、格林斯潘、伯南克、保尔森的传奇经历为纬，分别从房市、投行、银行
、股市四个角度讲述与诠释次贷危机，揭示发生在这四个领域中的故事的借鉴意义，凸现全球次贷危
机对于中国的教训与借鉴。
结尾为反思篇，阐述中国如何在此次金融海啸中趋利避害，谋得更大的全球话语权，并由此从中崛起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海啸中那些人与事>>

作者简介

巴曙松，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央
国家机关青联常委，还担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博士后流动站指导专家。
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等
职务。
在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并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曾担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先后获“中国基金业10年特别贡献奖”（2008年3月）、“地方金融
贡献奖”（2008年8月），被评为《南方人物周刊》魅力五十人——睿智之魅。
2007年4月，巴曙松研究员借调到香港工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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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当大幕缓缓拉开　　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度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其势骤而奇烈。
——约翰·凯恩斯　　1.1　最美好的年代　　当格林斯潘从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上离开的时候，人们
给予了他无数的赞扬和尊重，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的高增长、低通
胀、低失业率的盛景。
放松的混业监管，连续13次降息，大量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涌入，市场上有丰富的可供投资的金融产品
，家庭通过贷款可以购买到理想的房屋，房产价格又一路飙升，资产数值持续上升，家庭的信用额度
更大，可以方便他们进行更多的信用消费。
每一个美国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其实，不仅在美国，格林斯潘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一次笔者到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考察，接待我们的国际部负责人说，格林斯潘到中国参加会议，
每每出场，照相机的闪光灯关注的程度，不亚于最为著名的摇滚明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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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海啸中那些人与事》行文通俗流畅，以金融海啸中的人与事为主线，进行纵向的历史借鉴
与横向的国别比较，讲述关键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评论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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