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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经济再危机》

内容概要

《2012经济再危机》主要参考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的著作和文章编著而成，并依据大量新闻
报道进行佐证，逻辑严密，事实充足，供广大财经爱好者，尤其是投资者、企业家参考。2010年美国
经济就已经险象环生了，凭什么说2012美国还将爆发金融危机，从日本经验来推断美国金融危机将长
期化，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三条出路都走不通，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已经三次大规模打击欧元，科索
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美国打击欧元的货币战争，2012拯救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招：打击欧元，英国
得了“美国病”，面临“破产危机”，日本经济病入膏肓，2012在劫难逃，2012可能爆发“中国版次
贷危机”，2012中国靠“城市化”绝招来“保命”，2012中国可能获得哪些国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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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财经作家，著有《赚钱是一种信仰》、《大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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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连公务员都下岗了《广州日报》报道，伊利诺伊州麦迪逊县缓刑监督官达里尔·西曼一年前对自
己的工作自信满满，还准备买一套新房，如今却发现自己和一批同事也面临下岗，“人人惶恐不安”
。不仅“铁饭碗”保不住，如果算上与地方政府有合作业务的公司，还将有百万人将因地方政府财政
吃紧而下岗。据新华社报道，政府裁员后，美国老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明显减少。在亚特兰大市，公
交系统停开40条线路，市民出门不如以前方便了；在纽约市，一份新财政预算案将关闭至多30个老年
人活动中心、曼哈顿一个24小时流浪人员收容中心，学生人数少于300名的学校不给配护士；在加州奥
尔巴尼市，过去政府派助教人员协助幼儿园老师管理孩子，但2009年，这些助教岗位全部遭裁减，一
个老师管理二三十个孩子显然会不堪重负，幼儿园只能减少课程安排。美国地产咨询服务公
司Foresight预计2010年倒闭银行数量将超过200家，2011年超过350家，2012～2013年还将有500家中小银
行倒闭。FDIC得为一个星期内倒闭的7家银行承担4.3亿美元的赔偿，那它得为4年内倒闭的上千家银行
付出多少赔偿呢？凭什么说2012年美国还将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7月本应是美国大量衍生金融产品到期
兑现的高峰，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等经济学者都认为2009年
美国金融危机第二波将上演。但2009年，美国政府要求把所有金融市场的合同兑现期通通推迟到2011
年，这相当于把危机延后到2011年再爆发。我们不看好美国经济前景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2009和2010
年美国住房贷款、信用卡贷款和商业地产贷款中的坏账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当美国2011年后必
须再次面对这些有毒资产的时候，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金融危机将以更大的规模再度爆发
。英国与日本的前景比美国还要暗淡无光2010年5月，英国政府决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幅削减财政
支出，就连王室预算也遭到削减。美国媒体报道，到2012年，英国王室甚至可能出现破产。伊丽莎白
女王表示，为减少王室开支，计划将王室成员大幅缩减为4人，只剩女王本人、王储查尔斯、威廉王
子及哈里王子，其他王子、公主将从“职业王室”中集体下岗。这一计划已开始实施，安德鲁王子的
女儿欧吉妮姐妹大学毕业后将加入年轻人找工作的大潮，与全国人民共度“艰难时世”。来看看经济
学家谢国忠对日本老龄化的观察：大多数出租司机大概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
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它
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是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
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症状。美国财经周刊《巴伦》2009年刊登
文章《日本的太阳是否落下》：一位我们认识的对冲基金经理认为，日本的经济前景是一次大灾难。
他非常肯定地说，50年左右的时间之内，中国和美国的游客会搭乘高科技飞机，飞越日本上空，观看
曾一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废墟。到那时，日本只剩下东京那样的都市圈，遍布繁华时期建造的、
如今却杂草丛生的公路、桥梁和列车道。眼前的一切都如幽灵般提醒人们，这里曾是繁荣的大都会，
却在发展过程中迷失了方向。2012年拯救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招：打击欧元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元，欧
元是唯一能对美元造成威胁的货币。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和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造成了
很大的美元贬值压力。为了避免欧元趁此机会掀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已经发动了三次对欧元的大
规模军事或金融打击。2008年7月，由于美国银行和AIG危机引起欧元暴涨到对美元1.6的水平，随后就
爆发了由军事小国格鲁吉亚主动挑起的格俄冲突及俄罗斯舰队与北约舰队在黑海的对峙，欧元汇率由
此又下跌到1.3。美国对欧元的第二次打击在2008年12月，当美联储减息至0.25%的时候，欧元汇率当天
从1.28升至1.47，接着就爆发了美国盟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和刚刚成为美国战略伙伴的乌克兰
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冲突，欧元汇率又下降到1.32。国际资本投资当然是本着利润来的，但有个提前：
投资得是安全的。美国打击欧洲，是让投资欧洲变得不安全，国际资本只能选择投资美国，那里的投
资收益不见得有多高，但至少是安全的。2009年年底，美国发动对欧元的第三次打击：美国三大评级
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随着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欧元又跌下去，最低到了1.32，美元又
取得了强势。把物质生产交给中国，那美国靠什么生存呢？美国的经济重心变成制造金融产品（股票
、债券等），然后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这些金融产品，换取物质产品。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
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情
。”如今美国通过对虚拟资产（金融产品）的炒作也可以实现货币资本“账面价值”的增值，终于可
以不再干物质生产这件“倒霉的事情”。欧洲如法国、意大利也需要大量进口物质产品来维持生存，
于是积极推动欧元获得货币霸权。这就是欧美冲突的根源。美国看了了这一趋势，在1999年欧元诞生
时发动了科索沃战争；2003年欧元强势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几个玄机：美欧是仇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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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意延长伊拉克战争以打击欧洲石油供应的意图很明显。首先，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
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都是靠空军打胜仗，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却是
靠陆军打地面战。美国陆军的风格也不是速战速决。战争开始后，在美军第三机步师直取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的同时，美海军陆战队师和英军第七装甲师展开了对巴士拉、法奥、纳杰夫等伊拉克南部一系
列城市的攻击。后来第三机步师竟然停止向巴格达方向前进，分兵向南说是要先搞定南部那几个没有
打下来的城市。以德法两国为中心的欧盟很清楚美国“倒萨”战争的战略意图，一直反对开战。在俄
罗斯与德、法联合反战（俄罗斯想向德、法示好，以融入欧洲）之后，美国延长战争的算盘最终落空
。200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国必须停止伊拉克战争。普京还说，发动对伊战争是“严重
的政治错误”。3月22日，俄罗斯外长又表态要保护自己在伊拉克的合法利益。3月29日，俄罗斯战略
火箭部队进行了“白杨三号”导弹的试射，并宣布将在海湾地区进行大规模海军演习，演习目标是打
击“敌方航母”。美国可以不管军事力量不强的德国和法国，但不能不重视军事强国俄罗斯的态度，
这导致了伊拉克战争迅速结束。但战争的爆发，还是使欧洲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油价上升的打击
，欧元贬值，美元汇率上升。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殚精竭虑，想了很多办法来拯救美国经济。总
结一下，他大概用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之前提到过，美国政府用由美联储收购美国国债的方式筹
集经济刺激计划所需的资金，这是用滥发美元的办法来拯救经济。但这个办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而且只能偶尔为之。这个判断的依据是美国经济的游戏规则。美国在高峰期的年度贸易逆差接近1万
亿美元，仅新世纪以来的贸易逆差就已高达数万亿美元。贸易逆差意味着大量美元流出了美国。美国
的办法是大规模创造金融商品，吸引国际资金以美元形式流入美国（例如中国拥有的美元购买了美国
的债券、股票），这样美元的流入和流出就可以实现平衡，所以美国就不用多发行美元。这就是为什
么美国可以不断拉大贸易逆差，而美国的广义货币规模与美元币值又能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如果美
国改变了原有的游戏玩法，改成用多发货币的办法来支付进口乃至偿还国际债务，这就会导致美元贬
值（物以稀为贵，美元一旦多了肯定就不如以前值钱）。而美元贬值就意味着购买美国的金融商品不
如以前划算。例如，投资美国国债一年的利率是3%，而美元一年贬值了4%，意味着投资美国国债还
亏了1%。因此美元贬值的风险在于美国可能丧失用金融商品回笼美元的能力，美元返回美国的环流就
会中断。美国接下来就只能发行更多的美元来购买国外商品以维持美国人的正常生活，这就会导致美
元进一步严重贬值，然后就是美国的金融产品更没有吸引力，美国又要印刷美元⋯⋯用不了几年，美
元就会走上绝路。所以美国如果持续地大量发行美元，就是以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做代价的自杀性行
为。印刷美元轻松渡过难关的办法行不通，还有一个办法是像中国一样，老老实实地勤劳致富，使美
国经济能够不依赖于金融商品换实物商品也能生存，奥巴马明显比较热衷于这条道路。他2010年强烈
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是想提高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从而增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美国想走正道，这是
好事，但这条路也走不通。因为在美国生产商品很不划算，地价高、工资高，最后导致生产成本比发
展中国家高20倍，如果美国把生产放回国内，如果美国希望每年减少6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得增
加10万亿美元的生产成本，还得再加上数十万亿美元的生产投资，这是美国经济扛不下来的，也是美
国老百姓不能忍受的，这么高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得多贵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美国想重振
物质产品的生产，这条逆天而行的路是走不远的。有的朋友可能注意到，在美国经济2009年第三季度
的强势反弹中，出口增长了2.4%，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上升了9.5%，美国经济好像一夜之间焕然一新了!
《华尔街日报》告诉我们这个奇迹是如何制造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企业主们在大量
削减雇工。大量失业和减薪所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会引出更多的房贷和信用卡坏账，使美国的有毒
金融资产“毒性”更强。这种生产力进步对美国没什么好处。来看2010年8月12日《中国证券报》的一
条新闻：美国商务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贸易赤字环比大幅增长18.8%，至499亿美元，远远
超出预期，并创下2008年10月以来最高。6月美国进口总额环比增长3%，至2003亿美元，出口总额环比
下降1.3%，至1505亿美元，为2009年4月以来最低。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
放缓的担忧，美欧股市11日开盘大幅下跌。截至北京时间11日23时，道琼斯指数下跌2%，至10431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2.3%，至109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3%，至221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2.12%，
至5262点，德国DAX指数下跌2.05%，至6157点，法国CAC-40指数下跌2.48%，至3638点。奥巴马为美
国找的第三条出路搞得动静很大：低碳经济。他希望搞出“低碳经济衍生金融化”来创造一个新的超
级金融泡沫，由此形成美国金融机构的新利润增长点，再以2010年和2011年创造的利润填补以前发生
的亏损。但美国的这个新金融增长点必须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配合，因为美国是想用
低碳金融商品从这些经济体手中换钱。所以，在2009年底世界气候大会上，奥巴马表现得极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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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很多动听的言论。他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美国愿意承担解决气候变化的责任。奥巴马还宣布，美国“会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前温室
气体的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7%，并且如果最终通过立法，到205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
削减超过80%”。奥巴马之所以在世界气候大会上硬闯中、印、巴三国领导人的会场要见中国总理，
就是为了在最后一刻争取签约的可能。但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溃，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只能是规
模巨大的欧洲金融市场。欧盟的想法是“趁你病，要你命”，想一举颠覆美元的霸权地位，让欧元从
此出头。于是他们整出了一个“丹麦方案”，这个方案完全抛弃已经为世界公认并由绝大多数国家签
署的《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计划》，抛弃“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推卸西方两三百年来
无节制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的责任。最终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肯签约而使大会无果而终，欧洲
人针对美国的政治阴谋获得了成功。在几十万亿美元的国际资本中，欧洲人手里有40%，和美国人一
样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美国就别想用新的金融衍生品从世界其他国家手中换钱。所以，
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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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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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经济再危机》

编辑推荐

《2012经济再危机》编辑推荐：对2008的经济趋势作出错误判断而造成损失的人，不要再误判2012
。2008的金融危机只是序幕，2012的金融危机才是高潮！2012金融危机路线图：2009年美国掩盖即将爆
发的第二轮金融危机，2011年危机将再度爆发--为保住美元地位，美国必然像2008或2010年那样打击企
图争夺货币霸权的欧元--美欧经济低迷，必然导致日本和发展中国家出口乏力、经济增速降低--中国
生产能力大幅增长遭遇全球进口大幅降低，可能爆发“中国版次贷危机”、制造企业倒闭危机与大规
模失业危机⋯⋯2012，中国如何拯救自己？2012，中国能否充当人类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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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有了解一些经济的趋势,才能捂紧或扩充自己的钱袋
2、感觉一般。知道多一点也好，预防胜于未然！！！
3、还没看，大体浏览了一下，还凑合吧！不是很深入
4、还不错，适合外行人了解金融问题
5、还是有比较独到的认识的。
6、看完此书后，我觉得什么都把持不了啦
7、书很不错，比书店便宜很多，以后会一直在这里买书。
8、　　         把物质生产交给中国，那美国靠什么生存呢？美国的经济重心变成制造金融产品（股票、
债券等），然后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这些金融产品，换取物质产品。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
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情。
”如今美国通过对虚拟资产（金融产品）的炒作也可以实现货币资本“账面价值”的增值，终于可以
不再干物质生产这件“倒霉的事情”。
　　      英国经济“衰运不减”，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服务业作为支撑英国经济总量的重要产
业，自去年在经济危机中“突出重围”后，增长速度骤跌至13个月以来的最低点。2010年世界经济的
持续回升是暂时性的，我们如果仅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就盲目乐观起来，就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所犯
的错误。
　　
9、作者泛泛而谈内容空洞乏味
10、2012金融危机路线图：　　2009年美国掩盖即将爆发的第二轮金融危机，2011年危机将再度爆发--
为保住美元地位，美国必然像2008或2010年那样打击企图争夺货币霸权的欧元--美欧经济低迷，必然
导致日本和发展中国家出口乏力、经济增速降低--中国生产能力大幅增长遭遇全球进口大幅降低，可
能爆发“中国版次贷危机”、制造企业倒闭危机与大规模失业危机⋯⋯　　2012，中国如何拯救自己
？2012，中国能否充当人类救世主
11、这是一本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测的书，今年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印证了作者预言。这是一本很值得
看和研究的经济理论书，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12、文字很有趣，包括实例和新闻事件，喜欢这种有意思的经济类书籍。
13、这本书讲述许多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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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把物质生产交给中国，那美国靠什么生存呢？美国的经济重心变成制造金融产品（股票、债券等
），然后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这些金融产品，换取物质产品。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
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情。”如今
美国通过对虚拟资产（金融产品）的炒作也可以实现货币资本“账面价值”的增值，终于可以不再干
物质生产这件“倒霉的事情”。英国经济“衰运不减”，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服务业作为支
撑英国经济总量的重要产业，自去年在经济危机中“突出重围”后，增长速度骤跌至13个月以来的最
低点。2010年世界经济的持续回升是暂时性的，我们如果仅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就盲目乐观起来，就
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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