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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的逻辑》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实质上的巨大改变，金融霸权成为了传
统三权之外的一种缺乏约束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发达国家内部动摇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范围内
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
链条。
本书深刻分析了这一逻辑链条，并以众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案例说明，这一逻辑本身成为西方国家获
取利益的工具，同时却使发展经济体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本书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
了解世界政治经济脉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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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是今，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金融界法律专家，一直从事金融、法律和实业领域工作，参与
多家公司的资本运作 ，对资本市场和实业领域有深刻领悟。期间任多家公司高管。
作者好读书，愿求甚解，同时丰富的阅历让作者得以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独
特的反思。本书是作者多年以来思考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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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前我们以为是对的价值，直到后来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幌子，而且骗了我们那么多年，就在这
个时候于是今给我们带来了这本《富国的逻辑》，他质疑了西方的普世价值，毕竟社会的贫富差距以
及不公平等问题从未得到真正解决，相反西方运用着普世价值与其货币金融霸权的逻辑链条，对发展
中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潜在的剥削和霸占，就像我们都有个“美国梦”，但是有几个人去思考过这
个梦对于自己合不合适呢。于是今首先给我们讲叙的是货币金融权力，权力便是以自我意志影响他人
并使之服从的能力，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金融霸权渗透到每个国家去，金融霸权统治了市场经济，甚
至反过来统治了一个国家，例如希腊因金融危机而宣告破产，而金融霸权只为吞噬金钱而来，它与效
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没有效用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理睬的，这就是“效用决定价值”的概念。
个人觉得金融霸权是最没有人性的，它已不受人所控制，像一只野兽，时刻在紧盯着猎物。在人们口
袋里的金钱都被剥夺光之后，人们剩下的便只是“幻想”了，这时候，普世价值就充当了洗脑的功能
，美国一直都在宣传它的普世价值，例如自由主义和英雄主义，仿佛其他国家能像他们国家那般地自
由民主就能够同样地富裕，过上美好的日子，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只能发着白日梦，却看不到明日
的曙光。但我们许多的人依然沉醉在普世价值当中，不能自拔。于是今为我们清楚了分析了这一逻辑
链条，并且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迷幻”行为，这种无情的剥夺导致了其他发展中国
家经济损失以及社会伤害，就像美洲地区，有多少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而只是靠着
种植玉米或者香蕉或者咖啡豆而苦苦地过日子。最后于是今为我们找寻出路，分析了人的自由之逻辑
，虽受民族国家意志影响，但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独立逻辑和市场发展道路，他主要是从国家制度这
方面来寻找出路的，例如司法建设、反腐制度等。总体来说，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还是非常多的，
学到的知识也不少。By当当特约评论员 江焕明
2、本书值得一读，虽然作者的大部分观点我都不赞同。书名叫“富国的逻辑”我理解并不是说“如
何富国”而是“现在这些富国怎样怎样”。本书从美元经济、西方民主意识、司法三个比较大的方面
论述了作者的观点。从客观事实出发，整理出比较完整的逻辑和脉络。基调是：西方国家以金元政治
为基础，从经济上统治世界；用自由民主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对其他地区的同化；发展中国家如果没
有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取得一致，那经济上自主、政治上独立是不可能的。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故事这
事儿是我不赞同的。虽然这样书会卖的很好，因为确实合一部分的的口味儿。如果什么都从“西方想
输出他们自己的玩意，民主自由只是外衣。他们这是憋着坏，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这个角度看
问题，那很多事儿就没法谈了。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谁提反对意见就是“西
方资本主义的帮凶和走狗”——无疑这种人虽然能在辩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对解决现实问题没
有太多帮助。书里有两点我是赞同的，一是发展中国家要自己强，二是中国司法建设为当务之急（最
后一章）。首先是发展中国一定要自己强，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所谓“弱国无外交”是非常有道理
的。当今世界基本上就是经济说话，经济实力强，就有话语权；经济实力弱就只能跟着别国走或者很
少有抗争的余地。世界格局就是这样，没有人同情弱者。至于发展中国如何在不牺牲环境的基础上发
展（中国其实还是走了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那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快速、合法地提升本国的
经济实力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次，中国司法建设为当务之急，这只是从246页
至255页写的（是本书最后也是最薄的一章），但是这章的观点我非常同意。本章讲的意思是“国的问
题主要出在司法不独立，应解决有效解决”，虽然作者并没有明说。司法制度改革要比经济制度改革
困难百倍，可还是要改因为社会的稳定运行需要，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样需要。您问：”怎么走下去？
“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用亲身行动来回答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给我提供了另一个看世界的角度和逻
辑，虽然观点我大部分都不同意，但很值得一读。作者大框架、整体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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