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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轰然倒塌，肇始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百年一
遇”的金融危机，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球：高盛、大摩、美林、花旗、华互、AIG，以及
瑞银、苏皇、德意志⋯⋯这些昔日国际金融巨头均无一幸免，遭遇巨额亏损，甚至被迫转型、贱卖、
国有化。
与此同时，全球股市放量暴跌，信贷市场则全面冰封，整个国际金融领域由此变得哀鸿遍野、满目疮
痍。
　　相比千疮百孔、孱弱可危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世界经济的境况其实更加不妙：失业率的大幅
飙升、消费者信心的持续低迷以及实体企业的步履维艰⋯⋯一方面，几乎将所有的发达经济体拽入衰
退泥潭——截至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已连续4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创1947年有该统计以来的最差表
现，而作为它的难兄难弟，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另一方面，也明显抑制了新
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巴西经济还一度陷入技术性衰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09年全球经济将后退1.4%，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萎缩。
　　出于工作的需要和自身的兴趣，本人对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一直非常关注，并在不断思考和研究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
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主要国家股票市场的反弹和部分经济先行指标的好转，经济学家对未来世
界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出现了显著分歧，乐观者相信“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正在到来”，悲观者则认
为复苏遥遥无期，全球经济可能呈现L形走势。
　　正是在这种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各方代表性观点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写作
念头，遂有了本书的问世。
本人认为，若要对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作出理性、客观的判断，无疑应对本次危机有一个全
面、透彻地理解，因此，本书首先花费大量笔墨对次贷危机及其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作了详尽地讲
述和深入地分析（上篇）；然后，重点研究了金融危机对世界主要经济体造成的具体冲击（中篇）；
最后，对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了方向性预测（下篇），即未来国际
金融秩序的最突出特征将是“霸权消、平等至”，而世界经济格局有望展现“东升西落、多极发展”
之势。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并最终出版，离不开家人、同事和朋友们的支持。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爱人，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我的坚强后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无
私奉献，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是海市蜃楼；其次，我要感谢我不足一岁半的儿子，他每一天的成长都带
给我无穷的快乐并让写作变得充满乐趣；我还要感谢我工作单位相关部门的领导、同事和企业管理出
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本书的成功上市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还要向所有我参考和引用了的文献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虽从未谋面，但他们的文字和思
想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常现启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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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四章，以雷曼兄弟作为主线描述了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的演化过
程；第二部分为第五章至第八章，分析了金融危机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所受的冲击；第
三部分为第九章、第十章，对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可能变化进行了预测。
    本书最突出的特色在于用相对轻松的语言将学术性极强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全面的讲述和分析，
既保持了学术深度，又可以使非专业读者学到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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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厌倦闭塞政治　　2009年8月30日将举行日本国会第45届众议院选举。
各种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此次大选有可能出现多年未见的政党间的政权更迭。
尽管目前日本经济持续的恶化，2008年有34家上市公司倒闭，更是创造了历史最坏记录，但是参选各
党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成为左右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政权更迭的原动力不是政党间的政策的不同，而
是上一次大选之后各个政党的表现。
　　在日本以往的大选中，比政策更重要的是组织能力。
通过对各种团体组织的渗透，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选票。
各种团体组织被称为是集票的机器，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氛围，团体成员通常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
而服从组织的安排进行投票。
但此次大选就有很多选民试图冲破组织的束缚。
有一位常年支持自民党的老年妇女对《每日新闻》的记者表达了这种愿望，她说尽管这次转向支持民
主党会遭到社区近邻们的排斥，还可能受到残忍的欺负，但是为了改变政治的现状，那也在所不惜了
。
可见选民对当前的闭塞政治是非常的厌倦。
　　这种闭塞的政治局面也是2005年上一次众议院大选带来的结果。
在那次大选中，小泉的改革绝叫，曾经吸引了无数狂热的支持者，自民党也因此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议席。
这场戏剧般的胜利使小泉政府得以肆无忌惮地推行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时也带来了
政治的闭塞状况。
新自由主义改革只强调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很难找到工作，而找不到工作
自然也就不能积累工作经验，这样他们可能就永远也得不到工作的机会。
无固定工作的赤木智弘两年前撰文警告说，他们这些没有固定工作机会人群的愿望就是发动战争。
因为只有发动战争，他们才能得到工作的机会。
本来这些人都是小泉的狂热支持者，但是他们投票回来后却发现被迫咀嚼更多改革苦果的就是他们本
身。
所以他们不愿意再去支持自民党和小泉。
2009年在小泉选区内的地方选举中，得到小泉全面支持的候选人惨败落选，说明了小泉已经失去了选
举方面的神通。
这样，上一次大选给自民党带来的戏剧般的胜利实际上也已经给自民党在此次大选中的退潮埋下了伏
笔。
　　二、治标不治本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大选的关键，这是因为各个政党都在
其政权公约中不约而同地回避了日本最吃紧的经济问题——国家的财政危机。
这些政党提出的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糖水”政策。
比如在民主党的政权公约中，就有承诺从2010年度开始实施向每个中学以下的儿童每年提供31.2万日
元的补助、取消全国公立高中学费、向在私立中学就学的孩子提供补助、追加对农业人口的援助、取
消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等一系列“糖水”经济措施。
且不说民主党没有明确落实这些政策的财源，即便这些政策都能得到落实，但对于解决国家的财政危
机也是于事无补的。
　　民主党的“糖水”政策当然遭到了执政的自民党的攻击。
但是自民党只是抨击民主党财政来源模糊不清，并没有击中要害。
民主党在政权公约中对国家的财政危机问题竟然视而不见，但是执政党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给予有力的
攻击。
相反，针对民主党的教育补助，高中教育无偿化等吸引国民眼球的政策，自民党也在其政权公约中提
出了幼儿园、保育园等幼儿教育的无偿化，在高中和大学创设无须偿还的奖学金等与之对抗，从而使
此次大选的争论焦点集中到了如何吸引正在育儿的国民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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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以说明，此次大选各党的经济政策都将是治标不治本的，也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状况。
即便这样，自民党似乎也没有资格这样批判民主党，因为就在半年前，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推出过
向全民派发12000日元的定额给付金政策。
虽然执政党强调总规模达2万亿日元之巨这一政策的财源是通过根除税金运用的浪费而产生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是从旨在消除财政赤字的特别会计中转拔出来的，等同于发行新的国债。
此次的大选自民党也没有推出解决财源的好办法。
虽然提到了增加消费税的税率，但是，却只是用在经济状况好转之后实施的遁词模糊了落实的时间。
反而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而不惜实施大胆的集中经济对策的方针，倒是透露出必要时还要动用赤字国
债这一法宝的信息。
当然这很难说自民党的经济政策明确了财政重建的道路。
　　这样，日本朝野各党都以政策的财源问题互相抨击，并且在热闹非凡的相互攻击中回避了经济问
题中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危机问题。
这使日本国民对执政党的自民党非常不满，同时对有可能接替自民党执政的民主党又是非常不安。
　　三、国家破产的财政危机　　参选政党提不出重建国家财政的政策，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
其实民主党也知道，日本面临着国家破产的财政危机，这与经济的长期滞胀和日本人口的减少并列为
日本的三大社会经济问题。
而财政危机则对现代日本经济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
不根治这个问题，就无法使日本经济重新迈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所以在两年前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
时，民主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解决国家财政赤字的具体目标。
然而，随着执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民主党却悄悄地降低了调门。
在2009年公布的民主党政策汇编《INDEX2009》中，虽然保留了根治日本政府财政问题的政策，但已
经模糊了具体的内容。
而到7月底公布政权公约时，更是以只字不提的方式回避了这一问题。
难道民主党不想根治日本的国家财政危机问题吗？
显然也不是。
民主党之所以在此次大选前回避这样重大的经济政策，是因为日本的财政赤字早已尾大不掉。
东京大学的伊藤元重教授指出：发行国债已经成为饮鸩止渴的麻药。
　　日本的国家财政赤字是长期累计起来的。
执政党为了向选民示好，不断地进行减税，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持续恶化，更使国家财政
收入的增长远远比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长。
为了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营，日本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发行国债，向国民借贷度日。
比如2009年的财政预算中财政收入部分的税收只有46万亿日元，而财政支出部分则达到了102万亿日元
之巨。
这种收支比例，以企业来说，恐怕要破产，对个人生活来说，也将难以为续。
日本政府靠新发44万亿日元的国债，并再一次从特别会计中拨出10多万亿日元，才满足了财政支出的
需求。
　　这种靠东借西挪来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营的状况已经积重难返，现在日本的国家债务总额已经超
过889万亿日元，是GDP的1.7倍。
而同一比例，英国只有0.5倍，美国和德国是0.6倍，法国也不过是0.7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14年日本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超过2．3倍。
到那时还想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营的话，就必须实施外科手术般的政策。
日本的经济评论家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有3条：把消费税从现行的5%提高到60%，从而使财政收支黑子
化；减少年金的支付，或者废除各种特殊的法人机构，从而使财政支出削减30%；宣布放弃债务履行
，触发高通货膨胀，从而实质性削减债务。
　　显然这3条道路没有一条好走，这些棘手问题可以轻易地拖垮几届内阁。
所以民主党等在野党都已经明确表示，在未来4年内不会提高消费税税率。
自民党内虽然有增税的呼声，但在大选当前却不敢明确何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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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老年人口的增加，能够维持现在的年金支付状况已属不易，企图通过削减年金的支付来达到
削减财政支出的目的无疑是天方夜谭。
如果什么措施都不采取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第3条道路。
　　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日本经济敲响了警钟。
如果现行政策持续推行下去，不去考虑真正的内需振兴和彻底的财政重建的话，日本的GDP增长率就
不会超过1%。
伴随着这样的经济低迷，20年后，日本将不得不宣布放弃债务履行，从而触发高通货膨胀，陷入国家
破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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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当今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各方代表性观点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本著作者认为，若要对未来
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作出理性、客观的判断，无疑应对本次危机有一个全面、透彻地理解，因此
，《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首先花费大量笔墨对次贷危机及其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作了
详尽地讲述和深入地分析（上篇）；然后，重点研究了金融危机对世界主要经济体造成的具体冲击（
中篇）；最后，对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了方向性预测（下篇），即
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最突出特征将是“霸权消、平等至”，而世界经济格局有望展现“东升西落、多
极发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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