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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四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
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和人生智慧。文章兼容
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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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四，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虚拟资本可以进行跨国交易，如果追溯跨国交易，在上世纪下半
叶实际上有的国家已经发行跨国债券，像美国修铁路，像英国、法国、德国发行英国债券。真正的跨
国交易主要是本世纪20年代开始，采用比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但是由于30年代英国经济的萧条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国际化速度并不快，直到第二次大战以后，在布林顿森林协议和关税总协定
的推动下才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它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比较好的产业流动
，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由于资金要流动就要有外汇市
场，期货交易也日益虚拟化。以前人们买期货主要是为了避免涨价的风险，实际后来期货交易不管是
国内还是本国都虚拟化．并不是真正想去买这样的东西，我买大豆，不是为了真要大豆，我吃不完，
它只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这样把购买期货作为一种投机的手段。60年代以来，股票、债券都陆续
出现了期权交易方式，甚至股票指数也出现了期货交易方式，1973在美国芝加哥出现了第一个期权交
易市场。　　现在应该说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到国际金融的集成化，也就是说各国的国内金融市场和
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
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增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
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同
时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你想东亚金融危机，从泰国的一个流动性危机
开始一直波及到这么广，可见不一般。那么虚拟经济目前的规模怎么样？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年平
均增长率3%左右，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率5%，国际流动资本增长率25%，全球股票总量增长。1997年
全世界虚拟经济总数达到140万亿美元，世界各国国内的GDP总和是28．2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是实体
经济的五倍。这个140万亿里头大概是这样，股票市值和债券营额加起来大概是60万亿；各处金融衍生
工具和柜台交易额大概是80万亿，有人可能问是哪儿来的？这个很简单，你看看金融学里有一种叫乘
数效益、倍增效应。全世界虚拟经济每天的平均流动量现在是达到1．5万亿美元以上，有数据说是2万
亿美元，大概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也就是说全世界资本流动来流动去，真正用于贸易的
只有2%，98%的钱是在流动中挣钱的。可以预计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
会继续膨胀。　　虚拟经济系统根据我个人研究有5个特征。第一，复杂性，主要是具有某种程度的
智能。我去年专门给大家讲过复杂科学。我们说虚拟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它主要的组成部分是
自然人和法人，包括投资者、受资者、金融中介。他们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经济
活动的。虽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对环境和发展前景的了解以及预定的目标以及独立地进行决策的闩内
，但是每个决策又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人决策的影响。那么虽然在系统中，因为组份之间非线性作用会
产生混沌现象，但是由于这种系统的自组织作用又可以呈现一定的有趣性和稳定性，我举一个最现实
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买不买股票，假定老张买股票，他买进某一个企业的股票，25元买进的，昨天
涨了30元。今早一看跌到29元，他就犹豫了，这个股票我该不该抛。抛或不抛这是他自己独立的决定
，他有两种想法，我反正25元买进的，我可以再等等，没准它还会涨昵，等它跌到27元也不迟，这是
一种想法。另一种想法，这股票不能让它继续掉，我现在抛虽然比昨天吃亏，但我还能挣钱，要明天
再掉到27元我又少挣了。这两种想法，他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问问老曹，你那股票怎么样?老曹说我24
元买进的，现在29元还早呢，我不卖。老黄说这股票属于高科技，虽然一时跌下来我还看好。再问李
大妈，她说我卖什么呀，我做股票就是小本经营，26元买进，它跌到27元我还挣一元，我现在着急什
么。正好你碰见的三个人都不卖，你成了第四个人，别人再问你，你也说不卖。假如这个历史是在这
个点上延持下去，最后的结果这个股票还真可能涨下去，由于大家都hold住，看好这股票。反过来你
问的三个人如果都是要卖的，本来是想27元卖的，现在可能也守不住。你也抛了，结果大家都抛的话
，这股票还真可能就降。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决策都是独立的，但是相互都会有影响，在某种历史
机遇下，它会形成一种自组织，形成一种趋向。所以这个事情我在复杂科学中讲过，确定性系统具有
内在的随机性，随机性系统里有内在的确定性。预测总是测不准，因为它有随机性。但是又有可能在
一定时期出现方向性的东西，这就有自组织的作用、内在确定性的作用。　　第二，高风险性。大家
知道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永远是要注意风险和回报的对称，任何一个理性投资者都会考虑这一点。比如
说我和另一个人赌博，投骰子，他压一块钱压六点。我说你压对了我赔你三块。他当然不干，出来六
点的可能性是六分之一，我才赔他三元。但是当你回报是非常大的时候，这个规律就会变化，产生赌
徒心理，什么意思呢？虽然知道风险和回报不对称，但是赌它一把，可能碰上了赚一大笔钱，碰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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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该。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买彩票的风险和回报是绝对不对称的，如果对称了那卖彩票的人的工
资、筹备的宣传费用从哪儿来？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卖彩票的单位还得赚钱呢。为什么还有人要
买呢？因为它的回报非常大，一旦中了回报非常大，而它的投入比较小。中了抱着汽车回家，不中当
成被小偷偷了，心理也能平衡。所以这样就产生赌徒心理。当然我要申明，福利彩票不算，买福利彩
票的心理是我在支持福利事业。由于它的回报大，所以人们也愿意冒这个高风险，这就是虚拟经济能
够增长的原因，如果都是理性的话，虚拟经济就发展不了了。因为这种风险难预测，甚至难以承受，
但它有带来高收益的可能性。　　第三，寄生性。虚拟经济是由实体经济中产生并依附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可以说是经济中的软件。在实体经济中产生的风险，比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等等，都会传
递到虚拟系统里头变成银行的坏帐。所以说虚拟经济是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的。如果大家都去搞
虚拟经济那是不可能的。在金融已经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实体经济也不可能脱离虚拟经济来运行，
所以如果我们把实体经济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硬件的话，那么虚拟经济可以说是经济过程中的软件，
大家知道如果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能运行的，反过来亦是，这是它的寄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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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听讲座真爽 / 小李操 这解了我的难没上成北大听点讲座也行总比没事呆着强但愿下回收些更精彩的再
接再厉聆听思想的声音 /罗琳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听一个叫白一宇的老师的讲座。他是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学者，经历坎坷，有着渊博的学识却甘于平淡的生活，因此深受我们的爱戴。白老师经常开讲
座，他的题材天南地北，有文学作品赏析，时事政治，海阔天空，妙语连珠，使我们受益非浅。白老
师开讲座的时候，都要提前去占位子，去晚了只能站在过道甚至窗外听，所以常常顾不上吃饭，饿着
肚子听长达几个小时的讲座，听到精彩处就忘了肚子的抗议，拼命的鼓掌。记得毕业前夕，他给我们
开了一个讲座，内容大抵是人生、亲情、爱情等等，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哽咽不能成文，在底下听
的我们联想自己的种种，不禁也泪湿襟袖。 　　我没有在北大听过讲座。当年身处的那所小学校也极
少象白老师这样的人，更不能吸引名人前来演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北大的讲座是中国首屈一
指的，在北大办讲座的人当然更是现实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讲座既不乏高深的学术对话，又常有师生
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使近年来到北大听讲座的"游学生"日益增多，其中有功成名就、驾车而来的；有
步行前往，边啃面包边听的。无论他们身处哪个阶层，也无论他们是慕名而来还是求识求真，为了聆
听思想之声，都甘愿侧身于狭小的教室，感受学术的交流和人文的菁华。 　　如今不仅仅是求学条件
的限制了，地域的阻隔使亲临北大听一些精彩的讲座成为更加的不可能。只好凭借手中这本《在北大
听讲座》来体验这种感受。幸而编者深知象我这样的人的需求，编者尽量保持了讲座原有的现场感，
使不能身临其境的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想象到"座无虚席、攀窗而立"的讲座盛况，同时获得一些引人深
思的深厚学理和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真正来源于思想深处的声音是不会随风而逝的。不管你听
的多少看深浅。在日益浮华的现实世界里，你可以对物质的需求漠然视之，却不能不侧身倾听认真品
味思想之声。诚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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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
，《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
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所收
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
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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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初中的时候看的吧...又是老爹买来的好多本一套的...但是其实都没看完...诶呀当时多喜欢北大的...
哭...T T
2、吕启祥 《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造
3、帮同学买的书，听说很不错，简单易懂
4、已经记不住了~~~~~呵呵
5、内容没话说
6、很杂的书，因为是很多人的作品集
不过看着很有收获，很受启发
7、徐友渔
8、在这个时代，一切似乎都是可以嘲笑的，包括思想、理性、大师和经典，一切似乎又都是可以允
许的，昏聩、腐烂、变形皆可以被人们装扮成自然的发生。“怎样都行”的口号占据了最前沿，不负
责任但又一味奢望享乐的人愈来愈多。他们是思想的贫困者，精神的畸形儿，在他们那儿，一切都预
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允许了。作为十足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全部目标可以归结为两项：赚钱
和享受。  怎样才能充实我们的思想，不做思想的乞丐呢?还是让我们来读读文池主编的系列丛书《在
北大听讲座》吧。  在该丛书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又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注；既有对古典
精神的解读，又有对未来的追求与探索；既有对生命真谛的寻找，又有对普遍和永恒情感的专注；既
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大凡思想都有锋芒，如同兵器中的剑，虽明如
秋水，却寒气逼人。学者锤炼思想就如同铸剑，在不断升温的过程中积累火候，最后破炉而出，削金
断玉。《在北大听讲座》中到处都是这种宝剑，每读一篇讲座，领略一种思想，如同佩剑夜行，虽身
单力薄，胸中却有冲天豪情激荡奔涌，阅读的过程也就由此变成了自己的思想之剑削开锋刃的过程。 
爱因斯坦说过，单是科学教育，“只教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能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虽然使人
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人一种和谐的性格”。最重要的是“要人借着教育得到对于事业和人生
价...值的了解和感觉，对于人类的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所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
有合适的关系”。读该系列丛书，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融人社会，不再为灯红酒绿而迷惑，不
再为物欲横流而叹惋，因为在我们的耳畔时刻震荡的是那些思想者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在我们
的眼前闪耀着的是思想者头脑中思想的灵光，我们所享受的将是思想的盛宴，而绝不是庸俗的金钱美
女、声色犬马。  让我们一起回味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追悼会上的那句名言吧：从今之后，众人仰望的
不再是统治者的脸色，而是思想家的风采。许多的过失和狂热一旦消失，人们才会惊讶地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与世界的真正联系。 阅读更多 &rsaquo;
9、很喜欢！枕边书，多样的风格，智者的话语，每天不同的心情，总有喜欢的！
10、很好，有见地，有启发。
11、现在是21世纪，回头看这些知识分子在90年代发出的声音，结合历史，就发现，知识分子真的是
误国，几乎所有现行的所有社会弊端都是当年一个个知识分子的主张。
12、这是我的思想启蒙书之一，从此爱上听讲座
13、并不是所有内容都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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