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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内容概要

该书的精彩描述植根于对新兴市场经济的最新研究，它令人信服揭示出：在正确的激励下，金融家们
可以为世界开启进步的大门，而他们的缺失则往往意味着效率低下和任人唯亲。金融产业令全球化的
反对者们深感头疼，米什金的大胆表态会让读者们收获良多。
——吉勒莫·卡沃
这本寓言般的著作令我无比欣赏，它是有关金融全球化问题的最好的著作，令人深受教育、感觉兴奋
和鼓舞，堪称经济类畅销书中的佼佼者。
——威廉·伊斯特利
全球化过程的诸多方面都充满争议，金融市场更是潜在的冲突爆发点。米什金深入探索了新兴市场经
济发生金融紊乱的原因，为我们刻画了既能有效利用外国资本、又能成功预防危机再现的前景，发展
中国家完全可以安全地拥抱金融全球化，它们理当如此。
——莫里斯·奥伯斯菲尔德
抛开繁琐的论证，米什金可以同样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那些能成功参加金融全球化进程的
新兴国家最终将会胜出，中国也不会例外。
——肯尼斯·罗高夫
全球化并非贫困国家经济问题的原因，相反，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开始，下一浪潮将是金融全球化，
而且需要尽快发生。本书回顾了数十年以来金融体系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剖析了墨西哥、韩国、阿根
廷等国遭遇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帮助读者认识金融全球化的发轫条件、发展环境和深远影响。作者
告诉我们，制造敌人和对立其实于事无补，国际之间的合作与共同繁荣才是真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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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美联储理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银行和金融研究所阿尔弗雷德
·勒纳（Alfred Lerner）讲座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著有经典教材《货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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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全球化的下一浪潮：有益的推动力量？第一篇　全球化是否有益？第二章　贫穷国家如
何走向富裕：健全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第三章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贫困第四章　全球化何时出现
问题：金融危机的机理第二篇　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第五章　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第六
章　1997～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第七章　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第三篇　贫困国家如何善用金融
全球化第八章　终结金融压抑：全球化的作用第九章　金融危机的防范第十章　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第
四篇　国际组织如何促进全球化第十一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怎么办？第十二章　发达国家能做
些什么？第五篇　我们走向何处第十三章　正确实施金融全球化致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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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的精彩描述植根于对新兴市场经济的最新研究，它令人信服揭示出：在正确的激励下，金融
家们可以为世界开启进步的大门，而他们的缺失则往往意味着效率低下和任人唯亲。金融产业令全球
化的反对者们深感头疼，米什金的大胆表态会让读者们收获良多。　　&mdash;&mdash;吉勒
莫&middot;卡沃　　这本寓言般的著作令我无比欣赏，它是有关金融全球化问题的最好的著作，令人
深受教育、感觉兴奋和鼓舞，堪称经济类畅销书中的佼佼者。　　&mdash;&mdash;威廉&middot;伊斯
特利　　全球化过程的诸多方面都充满争议，金融市场更是潜在的冲突爆发点。米什金深入探索了新
兴市场经济发生金融紊乱的原因，为我们刻画了既能有效利用外国资本、又能成功预防危机再现的前
景，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安全地拥抱金融全球化，它们理当如此。　　&mdash;&mdash;莫里
斯&middot;奥伯斯菲尔德　　抛开繁琐的论证，米什金可以同样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那些
能成功参加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国家最终将会胜出，中国也不会例外。　　&mdash;&mdash;肯尼
斯&middot;罗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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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精彩短评

1、米什金就是很能把大家所有人的观点总结起来，然后用近乎重复性的论证强化性地展示出来
2、　　全球化还是本土动员？
　　
　　李华芳
　　--------------------------------------------------------------------------------
　　
　　“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
”，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
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
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语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
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
　　
　　不过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对全球化的憧憬彻底击溃，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复
苏也相当缓慢。依靠战争发了财的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召集会议，谋求战后繁荣的梦想促成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的诞生，两个机构都设在华盛顿，隔街相
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分的还有世贸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IMF
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战后欧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关贸总协定监督国际
贸易，全球化在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卷土重来，进入第二阶段。自1960年以来，全球人均年收入增长速
度为2%。凯恩斯的预言也成真了，今天我们有了亚马逊这样的购物网站，使得世界在网络面前呈现了
另外一幅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成功的。
　　
　　但伴随全球化的阴影从未消退，从欧罗巴到亚细亚，到处都有反对的声音。全球化这个词语诞生
之时，批评就与之随行了。最大的批评是全球化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公
平的情绪造成了国际间的敌视。价值观不同酿成的“文明的冲突”与因为收入差距拉大造成不公带来
的矛盾相互缠绕，形成了新的对抗。这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一致。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也猛烈抨击
了全球化，他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
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秉持了这一思路，
认为放开港股直通车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应该缓行。这种反对意见当然有道理，金融危机带来的恶
果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种族暴力事件；而受此风波
累及的阿尔及利亚有2500人丧生。对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推动的各项看起来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
开放金融体系、以便从全球化中受益的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穷国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斯蒂
格利茨由此评论到：假如凯恩斯知道现在IMF是这么运作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
　　
　　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
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
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
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
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穷国。
　　
　　米什金含蓄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卢卡斯的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
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
。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全
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全
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球
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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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摆在米什金面前的现实挑战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赤裸裸的伤口，不容忽视。
米什金考察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指
出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的全球化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
危机。但这个罪名不应该由“全球化”来承担，而是该国的金融治理不善所致。
　　
　　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实施的往往是使他们短期受益，而对整个国家
经济可能有害的金融政策。更糟糕的是，金融危机的梦魇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误以为“全球化是魔鬼
”，开始拒绝全球化，对其敬而远之，从而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在米什金看来，全球化带来
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穷国能在产权保护、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等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穷国将会分享
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穷国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府腐败严重，那么将很难吸引
到投资，贫穷会依旧维持。
　　
　　当然米什金进一步指出，拿到了投资并不意味着资本就能得到有效配置。单纯把资金仍给穷国并
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
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
，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使得资本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米
什金的建议并没有出奇之处，只是重重弹了亚当·斯密时代的老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
达国家应该开放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穷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将有助于穷国改进金融系统，促
使经济更有效的运行。
　　
　　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
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
稳定的世界。
　　
　　米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
，2007年11月1版1印，38元。
　　
　　其他参考文献：世界是平的 维基经济学 全球化及其不满 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在增长的迷
雾中求索
　　-------------------------------------------------------------------------------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更多详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d5j.html
　　
　　
3、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尤其对于经济危机有很好的解读
4、　　【http://blog.sina.com.cn/leiwon】《全》以金融危机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核心，探讨了发展中国
家如何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者将金融体系比
喻为经济的大脑，因其能够把资本引入高效率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金融体系里面，
最重要的要属银行了。银行在所有金融机构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搜集信息者，这个优势可以
使银行尽量避开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而一旦银行业陷入了信息不对称的迷局，
从而不得不面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加上监管纵容、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债务美元化、特
殊利益集团的鼓动等等，银行业的贷款膨胀将导致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作者列举了三个案例，分
别是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和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三者大都
存在以上种种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呢？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而好的制度往往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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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生长的，外力的作用有限，西方国家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获得这一成就。并且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某
些政策不一定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及现实情况来进行制度建设。但不需
怀疑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首先要有一套健全的产权制度（如果产权得不到保障，银行
将无法通过抵押向企业或家庭提供贷款），其次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来保障产权制度的落实，在此基
础之上政府要实施审慎监管（例如要求银行披露业务活动，限制银行业风险水平），对银行进行监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制度健全的情况开下放本国资本市场才能获益于金融全球化，否则只会
带来金融危机。作者多次强调，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应着力于重塑市场信心，并从自
身寻找原因——如果国内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体系健康的话，也不至于出现危机——马来西亚前领
导人马哈蒂尔是一个反例（怒斥国际投机者袭击东亚经济体），而韩国政府则积极进行内部改革，经
济迅速从危机中复苏。最后，作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将业务集中于发放短期贷
款以充分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改善监管、避免处理危机时使用“一刀切”方式，此外，作者
还提议发达国家不要只关注资金援助，而是要向落后国家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所谓“授人鱼不如授
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否认，《全》是一部探讨金融体系及落后国家发展方面的好书，但我还是认为作者忽略了一
点——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政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虽然作者在
书中也有所提及（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机制），在我看来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并没有展开
来谈。我想这与作者身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境遇不无关联。
5、冲着经典经济学教材《货币金融学》作者米什金的大名买了这本书，整本书看下来，不知道想要
表达一个什么思想，而且很多内容在新版的《货币金融学》中都有描述，感觉这本书像是随意拼凑之
作，不像老外那种大家之作，毫无大家风范。也许是我没能仔细看懂，等有机会再品读，如果实在才
疏学浅未能理解其中的奥妙，此书将付之一炬！
6、当科普书来读吧...
7、不通俗，但易懂，逻辑清晰缜密。
8、一点学术
9、　　实证表明金融全球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它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
的失误常常成为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接着促发因素会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影响现金流
、通过提高不确定性减少贷款、造成资产净值减少，于是货币危机成为第三阶段，并诱发全面金融危
机。
　　
　　对金融体系实施完善的审慎监管、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向国外开放金融体系对金融全球化的
成功至关重要。关联信贷、单纯依赖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大而不倒”的政策、可问责性缺失的监
管当局、盯住汇率制和与此紧密相关的债务美元化通常会埋下祸根。而为经济建立坚实的制度基础不
仅具有长远利益，也可以迅速重塑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信心。
　　
　　将发达国家的成功政策简单移植到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酿成错误。例如央行很难利用扩张性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推动金融危机复苏。这时就需要国际组织的介入。而这些援救必须具有如下三个基本原则
：及时快速提供流动性、鼓励充分的审慎监管、仅仅为严肃实施必需改革的国家做最后贷款人。
　　
　　对于发达国家，向贫困国家开放贸易市场才是最好的帮助方法
　　
　　--米什金就是很能把大家所有人的观点总结起来，然后用近乎重复性的论证强化性地展示出来... 
　　
　　
　　
10、了解，金融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及中国如何应对，作为个人来说，我们应当知道些什么.
11、我怎么就成了中信党。
12、教科书叔叔，全球化忠诚的拥趸者。
13、米什金是我的一个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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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的不同的书之间，重合的部分至少有30%，那也不妨碍我疯狂迷恋他
14、米什金和卢卡斯观点不是差不多的吗
15、好书！
16、完善制度这话只能是空话，所以穷国和富国都能从中受益，也只能是理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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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全球化还是本土动员？李华
芳--------------------------------------------------------------------------------“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
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
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
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
语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
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不过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对全球
化的憧憬彻底击溃，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相当缓慢。依靠战争发了财的美国在布雷
顿森林召集会议，谋求战后繁荣的梦想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
银行的前身）的诞生，两个机构都设在华盛顿，隔街相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分的还有世贸组
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IMF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战后
欧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关贸总协定监督国际贸易，全球化在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卷土重来，
进入第二阶段。自1960年以来，全球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为2%。凯恩斯的预言也成真了，今天我们有
了亚马逊这样的购物网站，使得世界在网络面前呈现了另外一幅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成
功的。但伴随全球化的阴影从未消退，从欧罗巴到亚细亚，到处都有反对的声音。全球化这个词语诞
生之时，批评就与之随行了。最大的批评是全球化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
公平的情绪造成了国际间的敌视。价值观不同酿成的“文明的冲突”与因为收入差距拉大造成不公带
来的矛盾相互缠绕，形成了新的对抗。这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一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也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
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所长余永定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秉持了这一思路，认为放开港股直通车可能酿成灾难性
后果，应该缓行。这种反对意见当然有道理，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种族暴力事件；而受此风波累及的阿尔及利亚有2500人丧生。对
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推动的各项看起来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体系、以便从全球化中受益
的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穷国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由此评论到：假如凯恩斯知道
现在IMF是这么运作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
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
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
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
穷国。米什金含蓄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卢卡斯的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
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
致。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
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
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
球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摆
在米什金面前的现实挑战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赤裸裸的伤口，不容忽视。米什金
考察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指出当新
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的全球化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
但这个罪名不应该由“全球化”来承担，而是该国的金融治理不善所致。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
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实施的往往是使他们短期受益，而对整个国家经济可能有害的金融政策。更糟
糕的是，金融危机的梦魇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误以为“全球化是魔鬼”，开始拒绝全球化，对其敬而
远之，从而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在米什金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穷国能在
产权保护、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等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穷国将会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穷国
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府腐败严重，那么将很难吸引到投资，贫穷会依旧维持。当然
米什金进一步指出，拿到了投资并不意味着资本就能得到有效配置。单纯把资金仍给穷国并不能使其
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伊斯特利

Page 10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比赞比
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使得资本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米什金的建
议并没有出奇之处，只是重重弹了亚当·斯密时代的老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应
该开放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穷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将有助于穷国改进金融系统，促使经济更
有效的运行。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
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
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米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1版1印，38元。其他参考文献：世界是平的 维基经济学 全球化及其不满 为
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
索-------------------------------------------------------------------------------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
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更多详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0d5j.html
2、实证表明金融全球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它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的失
误常常成为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接着促发因素会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影响现金流、通
过提高不确定性减少贷款、造成资产净值减少，于是货币危机成为第三阶段，并诱发全面金融危机。
对金融体系实施完善的审慎监管、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向国外开放金融体系对金融全球化的成功
至关重要。关联信贷、单纯依赖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大而不倒”的政策、可问责性缺失的监管当
局、盯住汇率制和与此紧密相关的债务美元化通常会埋下祸根。而为经济建立坚实的制度基础不仅具
有长远利益，也可以迅速重塑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信心。将发达国家的成功政策简单移植到新兴市场
国家经常酿成错误。例如央行很难利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金融危机复苏。这时就需要国际
组织的介入。而这些援救必须具有如下三个基本原则：及时快速提供流动性、鼓励充分的审慎监管、
仅仅为严肃实施必需改革的国家做最后贷款人。对于发达国家，向贫困国家开放贸易市场才是最好的
帮助方法--米什金就是很能把大家所有人的观点总结起来，然后用近乎重复性的论证强化性地展示出
来... 后记：由于给《芈月传》的一句热门短评 引来水军报复狂踩本人2015年之前所有长评。如果你觉
得这篇文章不算太烂 麻烦请赏个“有用” 顶一下，以免文章被折叠 跪谢！
3、【http://blog.sina.com.cn/leiwon】本书（下称《全》）以金融危机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核心，探讨了
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者将金
融体系比喻为经济的大脑，因其能够把资本引入高效率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金融体
系里面，最重要的要属银行了。银行在所有金融机构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搜集信息者，这个
优势可以使银行尽量避开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而一旦银行业陷入了信息不对称
的迷局，从而不得不面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加上监管纵容、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债务美
元化、特殊利益集团的鼓动等等，银行业的贷款膨胀将导致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作者列举了三个
案例，分别是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和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
三者大都存在以上种种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呢？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而好的制度往往是内部生长的，外力的作用有限，西方国家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获得这一成就。
并且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某些政策不一定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及现实情况
来进行制度建设。但不需怀疑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首先要有一套健全的产权制度（如
果产权得不到保障，银行将无法通过抵押向企业或家庭提供贷款），其次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来保障
产权制度的落实，在此基础之上政府要实施审慎监管（例如要求银行披露业务活动，限制银行业风险
水平），对银行进行监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制度健全的情况开下放本国资本市场才能获益
于金融全球化，否则只会带来金融危机。作者多次强调，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应着力
于重塑市场信心，并从自身寻找原因——如果国内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体系健康的话，也不至于出
现危机——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是一个反例（怒斥国际投机者袭击东亚经济体），而韩国政府
则积极进行内部改革，经济迅速从危机中复苏。最后，作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
将业务集中于发放短期贷款以充分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改善监管、避免处理危机时使用“一
刀切”方式，此外，作者还提议发达国家不要只关注资金援助，而是要向落后国家开放商品和服务市
场，所谓“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不可否认，《全》是一部探讨金融体系及落后国家
发展方面的好书，但我还是认为作者忽略了一点——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政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虽然作者在书中也有所提及（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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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并没有展开来谈。我想这与作者身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境遇不无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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