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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当然有我们金融学界的问题，出现了几个很重要的事

件，都跟全球化有关，而且直接对决策层有所触动。 

一、历史上的两轮全球化 

好多人现在不懂什么是全球化，对全球化不了解，他们把全球化都等同于经济全球化，

又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了一个东西，实际是非常

错误的。 

有一本书叫《白银资本》，这个作者是贡德·弗兰克，这人是大名鼎鼎米尔顿－弗里德

曼的学生，毕业以后他去南美洲，跑到历史学经济学史领域写了一本本有影响的著作，最有

影响的是这本《白银资本》，副标题就是重新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他总结了全球化最初的

特点，早期的全球化从 1492 年开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偶然发现的。哥伦布发现美

洲大陆，他在欧洲造成了一种寻宝热、早期的殖民热、开荒热，这构成早期全球化第一轮基

本内容，而且对于欧洲早期殖民者来说，那都是一些不逞之徒，刑满释放的、不受重视的，

没啥特长的、吃饭比较困难的、、、早期在他们开拓美洲大陆的时候，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细菌，是天花和感冒病毒，这两种病毒在前 50 年中把美洲中美洲当地

的土著人消灭了 90％以上。  

第二就是基因交流，基因交流到目前为止一直大于后边一些经济项目交流。基因交流就

是把美洲的一些植物带到欧洲，然后又从欧洲传到亚洲和非洲，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大约有

多少来自美洲，大家知不知道？37％，土豆、地瓜、南瓜、玉米，这些最重要的作物，有些

根茎作物绝大多数都来自美洲。不过后来有人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 16 世纪以后 17，18 世纪

经济的繁荣呢？就是因为当时几个开明皇帝引入国外作物，当年种土豆，地瓜，南瓜，玉米

极大提高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古代一个国家兵力的强盛看什么？看国家人口繁殖多少，靠粮

食靠农作物。所以中国 17、18 世纪的繁荣与早期的美洲土豆地瓜和玉米有极大的关系，极

大提高农作物产量，养活好多人，所以欧洲在基因交流时对当时的全世界作出很大贡献，在

第一轮的全球化基因交流作用特别大，因为美洲当时没有小麦没有水稻，兔子蜜蜂什么都没

有，这都是欧洲那边带过去的，这东西又传到非洲，非洲在全球化中也有贡献，且贡献也比

较大，最大贡献就是早期黒奴贸易，给早期工业化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 

第三项交流也是最重要的，贡德·弗兰克他认为自己做的最充分论证和阐述的就是白银

交流，当时在美洲发现了银矿，把非洲的黒奴运来拉矿，咱们中国人其实也去了不少，早期

挖矿，提炼白银，运到欧洲。欧洲有贸易能力，但没有生产能力，好多东西弄不出来，比如

陶瓷、丝绸、茶叶，还有水银等等它都不行，要到中国来进口，那个时候，就是全球化早期

的时候，欧洲是最大的逆差国家，所以早期哥伦布 1492 年发现新大陆，然后绕过非洲的好

望角航行，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这两次巨大的发现实际上开辟了两条全世界性的全球化的

生产和贸易通道。当时中国商品和印度商品大量流入欧洲，他们拿白银支付，当时中国的货

币币材是用白银的，对白银的需求几乎无限，欧洲一些商人发现在中国白银贵，黄金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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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白银大量向中国输送。中国除了这种贸易体系外还有一种朝贡贸易体系，早期我们国势

比较强大，周围的一些国家每年要来朝贡，进贡送东西时大量马队骆驼队拖着东西，好多商

人都跟着，物资之间的交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中国也流入了

大量白银。但大家知道好景不长，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人家要推行工业革命了，它能生产的

东西多了，通过战争赔款，鸦片贸易，掠夺中国白银，所以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 19 世纪

末，中国每年白银流出量基本都在 3000 万两以上。 

所以，在第一轮全球化中，我们本来就有机会，本来就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世界上最大

的顺差国之一。现在我们又成了很大的顺差国了，关于储备又成了世界第一了，所以，我觉

得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就是怎么接受前两轮全球化的教训，怎么在

本轮全球化中把经济搞好，把内外政策调整好，把金融体系建设好，把中国真正搞成一流国

家。 

二、强国标准 

强国的标准一般要从三个维度来看： 

第一是技术经济上的维度。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强大，会不会必然附带技术的强大呢？这

个未必。一个很富强的国家，很可能是技术上很差劲的国家，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国家，如

好多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些产油国。但是技术强国一般都是经济强国。假如你技

术不提高生产力，那你的技术就不是真正有用的技术，不能得到体现，比如像中国，我们自

认为技术不错，有两院与院士制度，每年报科研项目，但真正转化为实用技术的每年 1％都

不到，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叫世界工厂，什么叫世界工厂？就是打工的，给人干活的，核心部

件都是人家的，你来做，挣点加工费，所以我们在技术经济层面上还不是一个强国。 

第二个标准就是政治军事维度。从两方面看，在政治上，中国是无可争议的大国，全世

界最重要的国家，举足轻重，许多重大的国际争端问题需要中国表态，害怕中国投反对票，

因为你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另外中国也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我们能作到这一点，政

治上是大国。但是军事上，虽然现在我们部队建设日新月异，但是和世界一流水平比，在武

器装备上，在官兵的文化素质上，差距还是非常大。一个国家军事强盛与否的主要标志是看

海军，因为世界地球 70％多都是海洋，而且海军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在石油上，

大宗原材料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所以一定要和平发展。从世界各国看，发展

军工企业实际上要靠强大的科技，科技企业，科研力量，自主的创新冲动来支撑的，所以现

在呢，在军事上要军工企业民营化，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子。所以，我们以第二条标准衡

量，我们与世界一流强国还差很远。 

第三标准就是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上，总而言之，我们有些东西需要总结，就是最

近从全国情况看呢，我们出现的情况是复古、复旧、复左，就是古的、旧的、左的东西，现

在非常有市场。为什么要复古呢？为什么复旧呢？就是我们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还没形成

一个新的让全体老百姓发自内心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全社会从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方方面面

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约定俗成的东西，现在好像还没有。我认为还没有。我们要形成教育文化

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力，然后让全球都认可你，承认你。所以文化价值观上，我们怎么把自己

打造成世界一流这方面任重道远。 

三、政策设计的要点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定世界一流强国的目标，然后设计政策，这个设计政策有几个要

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由国家出面进行一些强力的经济政策调整。中国这几年已自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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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产业发展中的结构，就是产业发展中的结果时呈加速倾向，就是大量的资源不断的向

过热的部门、短期获利部门流动。有些部门永远处于资金可得性比较困难状态，像民营科技

企业、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可以这样说，县域经济、三农领域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竞争力的

一个领域，但一定要搞好，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了中国政治安

定，非常非常重要。中国要成一流强国，关键在经济结构向技术方面强制升级和调整，中国

要强大一定要在这方面设计政策。这方面，现在看来，我认为我们中国一直做的都不够，                  
必须得打造一种机制，让市场自发的、能够诱使储蓄向有利于产出的企业方向投资、调整的

这样一条资金循环流，让它自动向这方面靠。那怎么靠呢？就是借鉴美国、以色列这些国家

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如以色列，经济实力强大，就是技术上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教育水平非

常高，另外，国家的知识创新上，有一套强力的政策，早期世界上刚出现 Venture Capital 的
时候，以色列科学家发展高科技，用 Venture Capital，由资本市场与之配合，国家再配合强

力的税收、金融政策做引导。中国急需这样的政策治理，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毛病是流动性

泛滥，流动性过剩。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差多大呢？近 10 万亿人民币，而且不只这

些，这个月底外汇储备突破 1 万亿美元，前两个月储备已为世界第一，一万个亿怎么用呢？

大家知道，除了国家平准基金，应付国际收支、外债支付以外，主要是买外国国债。外国政

府债的利息都很低，长期的 3.1，短期的更低。我看过美国商会的统计，美国在上海投资的

企业，年回报率在 20－25％之间。而我们中国有钱了，用来支援发达国家，以低利率贷款

的形式，支援它们的经济建设，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部门，很多企业缺钱，实际上实体工业

部门还不富余。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型国家，仍然是资本短缺型国家，大量外汇储备购买外

国政府国债，实际非常不合算，这些观点，施蒂格雷也说过。 

麦金农、蒙代尔他们俩只要到中国就说，人民币不要升值，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最

近，风向变了。我说风向变了，往哪里变呢？就是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波动区间，允许人民币

作稍大幅度的升值，这个过程还是缓慢地走，幅度要更大一些，今年的升值幅度估计会超过

去年，但是按照我的极端建议，我认为一次 10％得了。然后让大批企业死掉，为什么死掉？

你说整天生产衣服、裤子、鞋帽玩具，老做这些低档劳动力，能干啥啊？强制进行可贸易商

品产业结构的调整，逼你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这样对世界也会有一些积极影响。

世界情况什么样呢？大家知道我们全世界现在经济失衡，贸易结构失衡，它的背后是货币结

构失衡，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整个货币流动和贸易流动几个失衡搅在一起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人民币该贬没有贬，现在这次我们不能出现该升不升

了，不能再错过这样一次时机了，你想想全世界从美国、日本、欧洲等都赞成你的人民币升

值，甚至升值幅度大一点，希望你的货币变得更贵一些，你为啥不变呢？我们实际上以一种

管制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在斗。实际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美元大量流入呢？就是人民币币值定

价过低，人民币扭曲，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整个资本流入就是看着你可能要升值，它这个升

值预期，你根本扭转不了，你不改变定价，市场就继续跟你扭，越弄调整成本越大，肯定是

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早做我觉得对自己国家好，对世界的货币体系扭曲状况的扭转有好处。

现在大家该想为什么大量美元流入，国际顺差这么大，资本流入也这么多，双顺差情况维持

这么长时间？美元流入，中央银行就买，买了以后基础货币就增加，外汇增加，基础货币投

放增加。你把汇率一改，一切都改观了，外贸出口企业它的产业产品结构它也要调整了，它

自动调整。所以我觉得经过短暂的振荡以后，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工业基础的强化

有好处。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期。而且从最近几年情况看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在测算中国居民实际收入时按购买力平价的方法，都是按 1：4，就是一美元比四人民

币，不管你官方汇率是多少，认为中国实际生活水平不低。 

所以汇率调整在宏观政策调整上，进行强制性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升级上都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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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契机，就看我们能否找出一个非常实用的招法，能否制定出一套切实可操作性的政策来

推行。我们现在需要出现方方面面的革命，经济政策革命，金融体系革命，有文化价值观的

革命，所有的经济革命应该凝结成一个目标，就是要在 10 年、20 年之内，让中国尽快向世

界一流强国的目标靠近。我们确定一个 20 年左右的目标，通过各种政策调整，让我们尽量

向世界一流强国靠近，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中国就不错了。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好金融

方面的事儿，这方面的事做好了，让我们的金融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我们才能解决实体经济

部门资源的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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