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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中，作者深刻地探讨了近代两次金融危机的祸根，是如何从西方国家产生，并漫延全球，以及
亚洲各国在应对危机时作出的部署成败。包括：美国为了自救而放任QE的后患、中国从高速增长到“
新常态”的进程、韩国如何闯出金融自由化的荊棘路、安倍经济学能否扭转日本经济崩坏等重要课题
，带出在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里，亚洲新兴国家如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重建全球
金融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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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女士服务香港金融界超过二十载，一直负责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及制订金
融政策的工作。在任期间，她亲历及致身于应对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十年后所发生的全球金
融海啸，同时她亦见证了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日益融合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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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现代金融市场当一个监管者或决策人实在吃力不讨好。毕竟从本质上，市场总是比监管者先行
一步，甚至是两三步。首先，丰厚利润是个重大诱因，令市场参与者与学者花大量心血努力去解构市
场运作的奥妙。此外，他们不但可以凭信息套利，还可钻税务或监管的空子。监管者要在不确定的市
场状况下执行公共政策及法规，不得不跟市场参与者持续角力。但是，监管者并不能掌握所有市场信
息，亦不能担保政策工具能发挥预期效果。顺景的时候，市场中人确信自己眼光独到、运筹帷幄；市
况逆转甚或出现金融危机的话，大家便交相指责监管机构办事不力。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以前，大家的
日子其实比较好过，不管是汇率、利率或存款利率都非常稳定，不会突然变动，更不受他国的变动影
响。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下，金融市场每天运作差不多十八小时，每年交易的日子接近三百天。香港金
管局在1993年4月成立，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开始从政府手上接过监管市场的功能。新闻界出身的梁凤仪
也在这个时候加入香港金融管理局，负责对外事务特别是跟市场人士、全球各地监管当局及央行官员
合作，推动及建立亚洲债券基金。除了对外事务外，凤仪也负责金管局的有关内地金融市场合作，在
引入人民币银行业务、人民币国债及点心债，发挥直接推动的作用。 金管局入市，亵渎利伯维尔场理
论？金管局首任总裁任志刚先生深深明白，新成立的监管机构需要通晓金融市场情况但非传统央行出
身的人才，以确保跟市场及其他监管机构及政府官员的沟通和合作。毕竟，弄错市场或官方反应及信
息往往导致政策失误，又或令好的政策无法有效推行。了解市场才能监管市场是金融监管的首要原则
。在世纪交替的二十年中，发生了两场惊天动地的金融危机，它们深深动摇了原来被视为金科玉律的
金融理论及政策，引发南辕北辙的响应、应对策略及效果。1998年当金管局入市反击炒卖活动捍卫港
元及联汇制度时，很多人批评这做法是对利伯维尔场理论的亵渎。但当美国、欧洲、日本、英国央行
以非传统货币政策如量宽等应付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他们实际上是把传统的规范都丢到九霄之
外，并肆意动用非常手段如把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两三倍及大手购入次贷债券及股票，以防止金融体
系崩溃。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充分反映发达国家监管机构对本身金融体系的复杂性、脆弱性根本不了
解，更不要说能明白新兴市场的情况。2008年8月，梁凤仪从金管局转投政府，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副局长，因为她深信推动政策不能脱离市场和政治现实。当时正值金融海啸雷曼危机爆发期间，站上
政治前线，她设身处地参与政策的讨论、制订及执行，并对各种力量包括立法会、本地、区域和国际
传媒及民意如何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角力互动，有深刻体会。 亲历金融海啸，观察全球复苏过程2013年
底梁凤仪离开副局长岗位，并把她对金融海啸的体验及观察特别是亚洲如何克服困难推动全球复苏写
下来。这本著作可说非常珍贵，因为香港是个资金流动最自由的地方，对亚洲金融发展有独特的位置
及作用。“资本洪流”清楚说明庞大资本流动能如何改变金融市场的面貌。香港向来是各地资金荟萃
的地方，它们包括本地资金、内地的储蓄、亚太区各国资金乃至来自发达国家的游资。香港的独特优
势在于她位处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一方面，香港毗邻大中华、日本、韩国这个巨大制造业中心；另
一方面，香港又跟南部资源丰富的东盟新兴经济体关系密切。作为地区投资及贸易中心巩固了香港金
融中心的位置，实施联汇制度则令资本可以轻易及自由地每天从纽约、伦敦流到香港。凤仪在香港晋
身国际金融中心的路上有独特的贡献，除了对发展、保障金融市场的坚定信念外，她还有跟不同阶层
的人对话的能力，不管是来自巴塞尔的央行官员、内地官员、散户投资者或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她凭
耐心及开放的襟怀，善于聆听，建立互信的基础，成功推动政策。她勇于承认自己并非“万事通”，
并把身边的人视为良师益友。在变动不定的世事洪流中，开放的胸襟及虚怀若谷是领袖的必要条件。
金融市场已变得如此复杂难懂，实在不容易再找到像凤仪这样的人物，可以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解
释金融体系及政策，令一般人很容易明白。处理金融危机，没有“标准答案”有关亚洲及亚洲金融市
场的书可说汗牛充栋，只是大部分都由非亚洲的学者撰写。这本书却截然不同，写的人既了解亚洲特
别是中国文化、历史、体制的细致含蓄，又具备国际视野，并亲身见证亚洲的巨变。从这本书你可以
体会到在今天如此多变、动荡及不确定的情境下作决策及选择是如何困难。在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
、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前，大家都以为有“标准答案”应对危机，实际上这些“答案”不但天真
、幼稚，更错得厉害。当亚洲各国在金融风暴中丢掉“教科书”的答案，而另行找对策时，西方决策
者及学者实时大呼小叫，认为灾难难免，后患无穷。到西方大国变得离经叛道时，像凤仪般的亚洲财
政官员冷静应对新的游戏规则，以务实态度面对，始终以政策效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优先考虑。正是
这份理性务实令香港特区、中国乃至亚太区保持稳定，从而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发展。金融市场及亚洲
金融业依然要在模糊、不确定甚至混乱的状态中前进。正是凤仪等人在过程中为大家点灯引路。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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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力推荐凤仪这本优秀著作，它是让读者明白资本流动如何冲击全球、亚洲如何应对及适应金融风
浪冲击的好书。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首席顾问
2、在现代金融市场当一个监管者或决策人实在吃力不讨好。毕竟从本质上，市场总是比监管者先行
一步，甚至是两三步。首先，丰厚利润是个重大诱因，令市场参与者与学者花大量心血努力去解构市
场运作的奥妙。此外，他们不但可以凭信息套利，还可钻税务或监管的空子。监管者要在不确定的市
场状况下执行公共政策及法规，不得不跟市场参与者持续角力。但是，监管者并不能掌握所有市场信
息，亦不能担保政策工具能发挥预期效果。顺景的时候，市场中人确信自己眼光独到、运筹帷幄；市
况逆转甚或出现金融危机的话，大家便交相指责监管机构办事不力。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以前，大家的
日子其实比较好过，不管是汇率、利率或存款利率都非常稳定，不会突然变动，更不受他国的变动影
响。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下，金融市场每天运作差不多十八小时，每年交易的日子接近三百天。香港金
管局在1993年4月成立，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开始从政府手上接过监管市场的功能。新闻界出身的梁凤仪
也在这个时候加入香港金融管理局，负责对外事务特别是跟市场人士、全球各地监管当局及央行官员
合作，推动及建立亚洲债券基金。除了对外事务外，凤仪也负责金管局的有关内地金融市场合作，在
引入人民币银行业务、人民币国债及点心债，发挥直接推动的作用。 金管局入市，亵渎利伯维尔场理
论？金管局首任总裁任志刚先生深深明白，新成立的监管机构需要通晓金融市场情况但非传统央行出
身的人才，以确保跟市场及其他监管机构及政府官员的沟通和合作。毕竟，弄错市场或官方反应及信
息往往导致政策失误，又或令好的政策无法有效推行。了解市场才能监管市场是金融监管的首要原则
。在世纪交替的二十年中，发生了两场惊天动地的金融危机，它们深深动摇了原来被视为金科玉律的
金融理论及政策，引发南辕北辙的响应、应对策略及效果。1998年当金管局入市反击炒卖活动捍卫港
元及联汇制度时，很多人批评这做法是对利伯维尔场理论的亵渎。但当美国、欧洲、日本、英国央行
以非传统货币政策如量宽等应付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时，他们实际上是把传统的规范都丢到九霄之
外，并肆意动用非常手段如把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两三倍及大手购入次贷债券及股票，以防止金融体
系崩溃。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充分反映发达国家监管机构对本身金融体系的复杂性、脆弱性根本不了
解，更不要说能明白新兴市场的情况。2008年8月，梁凤仪从金管局转投政府，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副局长，因为她深信推动政策不能脱离市场和政治现实。当时正值金融海啸雷曼危机爆发期间，站上
政治前线，她设身处地参与政策的讨论、制订及执行，并对各种力量包括立法会、本地、区域和国际
传媒及民意如何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角力互动，有深刻体会。 亲历金融海啸，观察全球复苏过程2013年
底梁凤仪离开副局长岗位，并把她对金融海啸的体验及观察特别是亚洲如何克服困难推动全球复苏写
下来。这本著作可说非常珍贵，因为香港是个资金流动最自由的地方，对亚洲金融发展有独特的位置
及作用。“资本洪流”清楚说明庞大资本流动能如何改变金融市场的面貌。香港向来是各地资金荟萃
的地方，它们包括本地资金、内地的储蓄、亚太区各国资金乃至来自发达国家的游资。香港的独特优
势在于她位处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一方面，香港毗邻大中华、日本、韩国这个巨大制造业中心；另
一方面，香港又跟南部资源丰富的东盟新兴经济体关系密切。作为地区投资及贸易中心巩固了香港金
融中心的位置，实施联汇制度则令资本可以轻易及自由地每天从纽约、伦敦流到香港。凤仪在香港晋
身国际金融中心的路上有独特的贡献，除了对发展、保障金融市场的坚定信念外，她还有跟不同阶层
的人对话的能力，不管是来自巴塞尔的央行官员、内地官员、散户投资者或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她凭
耐心及开放的襟怀，善于聆听，建立互信的基础，成功推动政策。她勇于承认自己并非“万事通”，
并把身边的人视为良师益友。在变动不定的世事洪流中，开放的胸襟及虚怀若谷是领袖的必要条件。
金融市场已变得如此复杂难懂，实在不容易再找到像凤仪这样的人物，可以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解
释金融体系及政策，令一般人很容易明白。处理金融危机，没有“标准答案”有关亚洲及亚洲金融市
场的书可说汗牛充栋，只是大部分都由非亚洲的学者撰写。这本书却截然不同，写的人既了解亚洲特
别是中国文化、历史、体制的细致含蓄，又具备国际视野，并亲身见证亚洲的巨变。从这本书你可以
体会到在今天如此多变、动荡及不确定的情境下作决策及选择是如何困难。在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
、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前，大家都以为有“标准答案”应对危机，实际上这些“答案”不但天真
、幼稚，更错得厉害。当亚洲各国在金融风暴中丢掉“教科书”的答案，而另行找对策时，西方决策
者及学者实时大呼小叫，认为灾难难免，后患无穷。到西方大国变得离经叛道时，像凤仪般的亚洲财
政官员冷静应对新的游戏规则，以务实态度面对，始终以政策效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优先考虑。正是
这份理性务实令香港特区、中国乃至亚太区保持稳定，从而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发展。金融市场及亚洲
金融业依然要在模糊、不确定甚至混乱的状态中前进。正是凤仪等人在过程中为大家点灯引路。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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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力推荐凤仪这本优秀著作，它是让读者明白资本流动如何冲击全球、亚洲如何应对及适应金融风
浪冲击的好书。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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