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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几点战略建议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0月14日  刘学伟  

自冷战结束，东欧集团和苏联瓦解，美国就取得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自9.11以来，这个地

位开始被削弱。但还远未到被任何一个潜在超强取代的地步。比如美国的DGP达13万亿美元，与欧盟

的总和相当，等于中国的四倍。其军事、科技、文化实力无国能够挑战。其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外

交方面的势力只是刚开始从顶峰衰颓。中国作为众所周知的候任超级大国除了在中低端产品竞争力

和经济发展速度等少量先行指标以外，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还不具备向美国叫板的实力。眼下这个

机会来得太早，中国的唯一选择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壮大自己，耐心等待将来更合适的时机

的到来。 

美国现在为世界提供的领导，的确相当差劲。但如果失去这个虽然不太称职的领导，世界必将

陷入群龙无首的战国状态。中国现在还领导不了的地方太多。比如欧洲，比如俄国，比如中东。对

非洲和拉美的影响力是在上升，但还远未压倒西方。对自己最亲近的东亚，中国也远未取得无有争

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中国还根本没有一个类似西方大西洋联盟那样的有形的盟邦。与自己在人

种和文化上最接近的大国，韩国和日本事实上还是对手美国的正式的盟邦。中国在谋取对世界的领

导权之前，必需要做的功课还太多。在这些功课完成之前，还是让美国继续去领导世界更符合中国

的长远利益。 

基于上述考虑，在当前这个危机势态中，中国不仅不可以落井下石，也不可以袖手旁观，总之

是不可以让美国倒掉。因此在必要时，就得出手相助。现在最需要考量的就是，以何种方式相助，

中国可以冒最小的风险，而得到最大的利益。我想温家宝说的：“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这话一点没错。美国欧洲已是风雨飘摇。其它各

洲也是哀鸿遍野。若中国也乱了套，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处清净了。遗憾的是，这个乱子来得太早。

打个比方，中国现在的体重只有50公斤。欧美的体重各有200公斤。他们若都有要倒下的趋势，要让

中国来把他们都撑住，那也真是一个太难完成的任务。好在局势还没有糟到那样的地步，西方首先

还在自救。他们至今也还未正式向中国请求援助。中国现在应作的还是稳住自己，静观其变，做好

几手准备，真正必要时审慎出手。 

回想美国当年在一战、二战中的做法。第一阶段只是声援。第二阶段才是提供各类实际援助，

赊销武器等帮助盟邦作战。到了最后，打得都差不多了，美军才亲自上阵。结果自然是，美国付出

了最小的牺牲，而获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这次也应当这样。如果西方自己处理得了，不用中

国正式出手，那就放过这次机会。反正这次机会也来得过早，中国根本无法把它可能提供的利益都

吞下去，还不如做个人情呢。 

如果局势继续恶化，西方正式要求中国出面干预，中国就要好好讲价钱了。因为那个时候水就



太浑，插足下去风险极大。没有足够回报，就还不如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当然完全独善其身是不

可能的。但尽量少下水，自然也是减少损失的一种明显方略。 

有一个狠招就是，拼着自己损兵八百，也要让对手折将三千。就是说，看着西方的金融气球破

裂，而不相帮，甚至上去再戳几下。结果会是西方元气大伤，而中方元气中伤。双方事后的距离就

会缩小很多。比如GDP的差距在短短以两年内，就可能从四比一变成二比一，如果美元币值贬掉一半

的话。特别声明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不主张真正实施，因为那样遭受痛苦的人就会太多了。要

想快速强国，也不必到那个份上。 

稳妥一点的方针就是帮一些了，但要非常技巧，才能免除太大的风险。看见一位专家出的主意

如下：必要时，中国动用主权基金大规模回购美方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资产，回购中国国资大企业

在西方股市上市的资产。如果善意（就是双方都愿意）收购不成，也不妨恶意（就是对方不愿意而

强行）收购。这样买回的是中国自己的资产（或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资产），风险就会小得太多。

而那流动性，就是可以随时动用的现金流也会回到美国去，然后他们爱望哪个坑里填就是他们自己

的事了。如果欧洲需要，也可以照此办理。当然这些西方拥有的中国股份也没有必要全部买回来。

为了学习，我们也需要西方的参与呢。为了积累经验，也可以去购买一些，比如大摩和高盛，通用

和福特的股份，或不要太多的美国国债卷。总之回购中国公司股份似乎真是一个高明的主意，可以

大大地减小为西方提供流动性的风险。当然如果要想要有一天领导世界金融，美国华尔街，伦敦西

区那些龙潭虎穴也都是必须去的。那就留着等下一个机会吧。现在自己羽翼未丰，不必去冒太大的

为人作嫁的风险。 

这次金融乱局，还有很多理论意义，需要慢慢地去总结。因现在势态正在瞬息万变中，全面总

结当然为时太早。但已经可以说一些了。比如说，西方尤其是英美模式的西方一直奉为至高无上的

经典哲学—经济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一切拜托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

政府）这回可是跌了大份。以致有人评论是“资本主义在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在救美国。” 那些虚

拟的金融游戏实在是玩得太夸张了。有人估算，美国的GDP中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是这种气泡。如

果都放掉，美国就会现原形了。以后这种气泡（金融衍生工具）只怕也是卖不出去的了。从此以

后，世界就会真实许多。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买卖交换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吃、穿、用的实际

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的肥皂泡吧。 

这次金融危机还让我产生的一个重大困惑是对西方社会欧陆模式和英美模式之优劣比较。我一

直认为欧陆国家高税收高福利的制度是他们景气低迷的根本原因。而英美未陷入这个魔障所以有更

高的经济活力。这次金融危机说明没有高福利负担的英美也一样逃不出衰颓的宿命。似乎更根本的

原因在于双方共通的赤字财政，即寅吃卯粮。还有就是耽于享乐，失去勤劳本性。 

西方意识形态的又一个核心的民主制度，对这次金融乱局似乎并不需要负什么直接的责任。但

这个西方先哲设计了无数遍，运行了几百年，全世界都在仿效的，以人民主权，重重防范为核心的

制度，没有防范得了那少数金融精英的胡作非为，无论怎么讲，似乎也算不上成就一件吧。反过

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外，似乎任何国家也没有发展出类似的疯狂的金融骗局，坑骗了全世界，最后

还是把自己也坑进去。西方人的道德形象如果讲还没有全部破产，至少也是垮掉了相当大一部分

吧。一些迷信西式民主的国人坚信陈水扁的暴露是民主的胜利，泰国的动乱也是民主的光荣，他们

也坚信西方会很快克服眼下的金融乱局，重新赢回对世界的控制。我当然也知道西方绝对不会现在

就垮掉，这个金融危机他们度得过。但在以后的世界里，他们的话语权只怕就要少掉好些了。民主



宪政当然是好东西，但这次金融风暴也暴露了它的严重的不完善性。反倒是中国和许多其它不甚民

主的国家，得以顺利地逃过这个源自西方的劫难。你要他们全盘西化，他们能不犹豫吗？我还是那

句老话，要想办法综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自己的长处则要保留并改善，逐步创立起一个符合

中国国情的现代国家制度。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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