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3月3日 星期四 责编：谭艺君 16YUEDU 书架
悦读

“货币战争”离你有多远
这些经济学新书，值得读！

最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撼动金融市
场，未来的可能趋势和中国政府的对策
都很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
前处长普拉萨德的这本《即将爆发的货
币战争》，带领读者更清楚地看到大国货
币暗战的真相。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元始
终统治着庞大的全球金融帝国。近年
来，美元的王者地位似乎越来越不稳
固。1999 年，欧元横空出世，给美元带
来了极大威胁，但它的威力正在逐步消
退。今天，中国的人民币迅速崛起，并
被看作美元的强大对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
成为重灾区。毫无疑问，美元不可能在
一夜之间光芒散尽，但危机激发了人们
对美元即将失去世界头号储备货币地位
的猜想。与人们的猜想相悖的是，普拉
萨德全面剖析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
演的角色后，语出惊人地得出了另一条
结论：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美元在国际
金融体系中的王者地位，在未来很长时
间内，美元依旧是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尤其是对暂时还没有给口袋里的钞票找
到更好机会的人来说，美元无疑是最安
全的避风港。

普拉萨德以资本流动和储备货币历
史为切入点，潜入金融危机跌宕起伏的
深水区，探讨美元未来的路线图，他整
合大量数据和最新研究成果，阐述无法
将美元排除在货币中心体系的原因。他
认为，不甘心退出世界舞台的美元正在
加紧套牢全球金融市场，洗劫全球财
富，我们正面对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

“美元陷阱”。

《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
看“美元陷阱”的前世今生

观世界，更要知中国。接下来要介
绍的三本书，全都与中国经济相关。著
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夏斌是中国金
融学界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中国经济
政策变迁背后，频现这位国策顾问的思
想影子，刚刚出版的《中国经济：观察
与谏言》是夏斌长期对中国经济政策进
行战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

身为高层智囊，夏斌教授曾任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洞察中国经济形
势与宏观政策、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
金融改革与发展战略、全球治理与中国
机会等问题，为高层制定国策提供了众
多决策参考。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 呈现了
夏斌一以贯之的厚实研究与深刻洞见，
有助于我们看清楚处于改革、转型、发
展关键时刻的真实中国之大势，同时也
为中国如何避免陷阱、再续繁荣给出了
自己的良方。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
了解国策顾问的思想轨迹

与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
言》相似，《宏调的逻辑：从十
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 一
书，也是我们了解当下经济形
势的一个途径。《宏调的逻辑》
一书作者卢锋，是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目前担任
财政部、人社部顾问和世界银
行2016年发展报告顾问组成员。

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
控，楼市要调控，股市要调
控，经济热了要调控，物价涨
了要调控，产能过剩、部门投
资、生猪生产都是宏观调控的
对象……那么，宏观调控究竟
是怎么运作的？哪些部门有宏
观调控的权利？宏调政策演变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又如何
左右中国经济？未来，我们又
会被它如何影响？卢峰在 《宏
调的逻辑》 一书中，以十年宏
调史为主题，观察新世纪以来
十余年开放宏观经济增长和宏
调政策演变大势，着重描述和
分析宏调政策工具选择多样化
宽泛化特点；考察十年宏调史
上的重大问题，例如通缩通
胀、物价、产能、投资、刺激
政策等等……他以学者的严谨
和通俗的笔触，将这些看似很
大的话题，落到细节处，探讨

其逻辑和经验教训。
《宏调的逻辑》中探讨的每

一个问题，其实都与我们每个
人休戚相关。卢锋表示，重视
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研究
21世纪中国宏观经济，至少应
有两点意义。一方面，历史与
逻辑具有统一性，认知当今经
济变革大时代的内在规律与逻
辑，应有历史演变的观察视角。

另一方面，近年中国经济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
长的一次减速调整，目前仍面
临下行压力考验。就如何看待
目前形势与展望前景而言，无
论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存在较
多分歧。在经济形势“乱花渐
欲迷人眼”的背景下，借鉴中
国宏调史观察视角，重视从系
统分析早先扩张阶段的失衡因
素形成机制与特点入手，结合
当前现实情况，探讨认识本轮
调整为何难的实证根源，对正
确把握经济未来走势不无裨益。

《宏调的逻辑》：
宏观调控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当夏斌、卢峰等学者以“过
去”观照“现在”之时，著名学
者郑永年、杨丽君则试图通过

《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内政、
外交十大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与
应对之策》 一书，提醒“我们不
该犯的错误”，该书将目光投射在
未来，虽没有直接切入现实，但
未必不与我们息息相关。

在 《中 国 崛 起 不 可 承 受 之
错》 一书中，郑永年和杨丽君界
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
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两位
作者表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
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同时也容
许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试错，但
必须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
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
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
的改革成果会付诸东流。因此，

“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
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
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准备，不但
无法主动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
而且任何颠覆性的错误一旦发
生，便会束手无策，最终导致灾
难性的结果。

该书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
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
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讨论
和理性地分析这些领域出现颠覆
性错误的可能性，唯一的目标就
是减少颠簸和避免重大的颠覆性
错误，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实
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问题专
家郑永年，是中南海高参和高层
智囊，因此对形势和国情的把握
更加精准，也是目前少有的能将
这一话题写清楚的学者。

《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
提醒我们不该犯的错误

春节后，最让人关心的便是一系列与经济有关的消
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人民币汇率是否稳
定，房地产去库存力度是否加码，股市是涨了还是跌
了，证监会换帅的新闻，也片刻之间登陆各大媒体头条。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经济形势”，这些以前让

普通人觉得宏大、陌生的字眼，如今让越来越多人熟
悉。投射到图书领域，经济类图书已成为2016年的出版
热。我们从今年春季刚刚推出的众多经济出版物中，遴
选出几本重点图书，或许从经济学大家的洞见中，能看
到我们自己的小钱袋该安放何处。

据《深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