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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没有末日　　“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经济危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也包括我们
的上一代、下一代在教科书或者经济史学类著作中才能看到的一个概念（也包括概念演绎的高失业率
、高生产过剩、高通胀等）。
我们曾经凭借教科书去想象过1929年发生在美国的大危机景象，也试图以有限的知识和简单的浪漫式
体验去感受这种大危机的状况。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预料到，这种教科书记载的恍如隔世般的金融大危机竟然离我们如此之近，甚至
突然间从天而降，硬生生地砸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如此之猝不及防，以至于不知所措。
　　王觅实就是如此，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与挣扎，去接受这场风暴或危机的洗礼。
　　于此，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世界似乎浪漫不起来了。
　　今天，公元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
对于北半球而言，这个季节是冬季。
　　发达国家几乎都处在北半球。
中国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也处在北半球。
　　全世界的人们都一起在体验着同一场金融危机的寒冬。
　　而且，这寒冬会很冷，也会很长。
　　见证寒冬！
抗拒风暴——为我们这几代人能见证、斗争并有效抗拒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庆幸！
　　这次金融危机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由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引起的。
俗话说，美国打喷嚏，世界发高烧。
而今，美国冻得发抖，那么全世界自然就得如患疟疾般战栗不已。
大半个世纪以来，因为美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美国人，准确地说是美国券商、美国大佬犯错误，才
使得经济性的世界寒冬被制造出来。
　　美国佬很自私！
——有舆论这样说。
　　不是所有美国佬都自私，而是美国佬中的券商银行家们太自私或太黑心！
　　银行家、券商们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昧着良心创造出一大批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其中不乏
“有毒”产品），并将其打包大捆大捆地拼命向美国老百姓和全世界兜售。
　　而包括美国老百姓在内的全世界相信美国的监管机构（公信力），相信美国的评级机构（信誉度
），更相信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霸主身份），而不分或不可分、不能分优劣好坏地将美国佬的金融
产品一股脑儿地吞下肚去。
　　事后，美国的监管机构则抱怨说，都是银行家券商们打着金融创新幌子惹的祸，监管机构又不太
懂金融创新，被创新给镇住了，因此，监管不敢监管。
而世界贪吃，有毒的东西怎么能吃呢？
　　弗里德曼则慢条斯理地回应说，都是货币惹的祸。
　　美国是老大，口袋鼓鼓装的都是美钞——哪儿来的？
一是印钞机印出来的，二是向世界各国借来的，当然也包括中国（中国的钱可是一分一厘靠血汗挣来
的）！
资料显示，美国各种债务加到一起，整体达到其GDP的350％，其中，大部分是从其他国家借来的（当
然，客观地说，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能够借钱给美国是一种荣耀，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龙头老大，美元是世界货币。
尤其，借给美国有利息，能赚钱的钱才是资本。
　　美国口袋里的货币多，所以美国人敢低储蓄、高消费、高质量、超前享受。
——前提是，口袋里的货币是借来的，即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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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一超”，这既是美国政府的写照，也是多数美国人的写照，也是美国消费文化的写照。
　　至于美国银行家和券商，已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美国公民和世界各国对货币的理解、追逐、占有
和消费欲，才“创造性”地糊弄出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
　　“你要我的利，我要你的本！
”美国银行家和券商们摇晃着手里的货币得意地说。
　　“血本无归”！
于此，金融危机不爆发才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美国制造了经济寒冬，并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严寒的冬天。
　　动物抵御寒冬的方法之一是龟缩一团，日“紧缩”，对美国来说，大不了美元缩水。
　　美元缩水，引发全球通胀。
　　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其他众多美元债券，将缩水几何？
　　“不让缩？
那好，你得救我！
”美国银行家券商们又笑了。
　　探讨这次金融危机的来由和去向，笔者不得不“服”美国佬——好歹都是赢家。
于是，笔者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加权公式。
　　“加权公式”由“加权享受”和“加权惩罚”两个对称概念构成。
所谓“加权享受”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的超前消费及文化和行为。
即在个人劳动还没有成为社会价值时就提前预支和享受了这原本是不属于他们的物质和服务；当他们
的超前享受导致危机到来时，却又要他人去接受危机的惩罚。
而享受者超前享受的物质或服务不是来自他个人劳动的价值实现，那么一定是来自于他人。
他人是谁？
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已经实现的价值。
这种享受本质上是一种剥夺。
“加权享受”得以成立，是因为“加权惩罚”得以成立。
享受者加权享受了受其剥夺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或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或价值被
“加权”奉献而形成加权式惩罚：之前的劳动被奉献，而遭受一次惩罚，之后还得接受危机带来的再
次惩罚——在这次金融风暴抗御中可以清晰地得以印证。
　　譬如中国，中国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用自己的劳动价值让美国人享受了超前消费（注意：
笔者强调超前消费者的消费）；而现实的危机拯救中，中国出不出手？
如果不出，倾巢之下无完卵；如出手或出手之不当，也就等于为美国超前消费再次埋单！
　　真实的状况是，出手与不出手，这注单是注定买下了。
　　因为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经济规则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并执行的。
也正是这样的游戏规则中不合理、不公平的部分成为这次金融风暴引发的原因之一。
于此，我们只有在抵御风暴中针对旧规则进行改革与创新！
而且，这还得视中国的实力、分量、能力、作为而定。
——谁叫我们中国在近几百年中由世界中心（1820年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2％）被迅速强大的西方列
强和我们自己给边缘化了（1978底GDP总量占世界的1％）。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有了再度崛起即“复兴”的基础（2007年的GDP总量占世界的6％），而伟大复
兴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艰苦拼搏。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在本书中用三大章即三分之一的篇幅呼吁：“中国，第一要冷静、第二要冷
静、第三还是要冷静”来提醒国人：我们这个曾经领先世界的民族，近代自身积弱积贫遭致挨打受辱
，而今热盼崛起复兴，热起来似乎容易！
四万亿催生出2009年的二十万亿是否有点过热？
　　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举国抗暴的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尽管抗暴还只是开始，重头戏还在后面，笔者还是要大声呼吁，抗击金融风暴，国人要冷静，政府要
冷静：一要冷静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国际“光环”；二要冷静解剖自己，认真掂掂自己作为发展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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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分量；三要冷静汲取历史的教训和社会民众的智慧；四要冷静思考、运作和行动。
　　“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按照中央政府十六字方针，坚决办好自己的
事，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借助中央拉动内需的决策，笔者在本书中也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两点在此处强调：一是让存量
巨大的民间资金（中国第一次出现的资本过剩）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发展资本，使之能够与庞大的
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即“双剩余整合”建议；二是中央政府应尽快出台60岁以上老农的养老保障制度建
议（一是60岁以上老农该保障；二是现在政府有能力保障；三是稳定“三农”有重要性）——此两条
建议既是应对金融危机之需，更是解决民生、稳定社会、加速现代化建设之需。
　　笔者编著本书的目的，不是想彻底地解决金融危机原因的认识、走向及结果等读者急切热议的大
问题。
因为风暴初现，正在向经济危机演化，其进程还将扑朔迷离，各家学说正在结合实际进行探讨，目前
尚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并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谓定论。
笔者想做的，只是对近两个月来（止于2008年12月16日）金融风暴的状态作出记录性描述，将一些探
讨观点予以客观介绍，将风暴现实给予全景扫描，并在此基础上将全球联手抗拒金融风暴的相关举措
，特别是中国政府的系列举措，展示给广大读者，以对金融风暴的现状和走向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认
识。
　　本书是记录、扫描式编辑写法，采用的资料均来自于各公开出版的书籍、报纸刊物及互联网。
对各自观点、认识均明确注明作者姓名，但因时间关系，不能与作者一一取得联系，在此表示诚挚谢
意的同时亦敬请谅解。
　　自人类历史开卷以来，其经济社会发展总是呈现出波浪式的前进状态，有高潮、有高峰，有低谷
、有谷底——此乃人类经济社会进步之规律也。
既是规律，三五年出现一次风暴或危机，那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对于金融危机的有效抗御，笔者借用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的话“恐惧源于恐惧本身”和中国总理
温家宝的话“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来奉献给读者。
　　“世界，没有末日”是本书的最后一章。
于此，也作为前言献给尊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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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尔街的贪婪和放肆，终于酿成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加权享受”和“加权惩罚”是一枚金币的两面。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本书是李济琛教授的又一力作，采用纪录、扫描式写法系统分析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形成
原因、走向及结果等读者特议的大问题，对如何走出危机提出积极应对。
    世界没有末日，中国须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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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民众有信心参考文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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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 经济危机带来修路热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救市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各国在拯救实体经济、促进消费与就业方面渐渐达成一致，而且更多的国家
开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加大公共开支进行交通、能源方面的建设以发展经济。
　　1．欧洲国家投资基建　　欧洲是金融风暴的重灾区，许多国家苦不堪言，投资基建似乎成了摆
脱经济衰退的好主意。
　　为抗击衰退，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2008年11月26日宣布，意大利政府将斥资从事新的基础建设
计划。
他表示，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CI-PE）将于近日内公布新的建设计划，包括高速铁路与公路建设及
降低污染的科技发展等，总投资将达到166亿欧元。
而据意大利《CITY报》2008年11月15日报道，意大利此前8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第一笔款
项160亿欧元就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此后还将拨付400亿欧元用于环境保护，意政府还将协议出资100
亿欧元用于高速公路和人员就业。
　　而德国早在2008年11月5日就正式推出了500亿欧元刺激经济增长计划。
该方案又称为“16点方案”，着力进行基础建设来拉动内需：从2009年至2011年增加30亿欧元资金用
于修葺过时的建筑和住房；增加30亿欧元的援助款项改善乡镇的基础设施状况；每年投资10亿欧元加
强交通建设，重点是扩大或增加轨道交通网、水上交通和噪音防护墙；此外还要改进农业生产结构、
改善江河流域和海岸线，为此再增加1亿欧元的经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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