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不怕》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248
字 数：220000
印刷时间：2011年01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9720295



编辑推荐

如果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中国的利益!
  就是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投资集团凑到一起也动摇不了人民币的汇率体系。任何人企图
从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体系，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
  美国在经济上的真正对手是欧盟、日本，而不是中国。如果美国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
贸易战，其结果只能是加速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
  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有利于保护环境。进口带有补贴的农产品，
用不着缴纳税收，却又能享受补贴，何乐而不为？唯独需要保持警惕的是，千万不要因
为进口粮食就放弃了自己生产粮食的能力。 

内容简介

中国会不会遭到经济制裁？中国怕不怕经济制裁？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经济制裁原
理和策略的著作《中国不怕》要回答的问题。
近些年来，经济制裁的幽灵一直在国门外徘徊。面对“汇率操纵国”的指责，面对国内
外对中国粮食保障的担忧，国内却缺少对于经济制裁原理和策略的系统研究。正是由于
对经济制裁缺乏研究，才在有些地方过度紧张，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在《中国不怕》一书中严厉批判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指责与
威胁，对汇率争议、粮食安全等持续困扰中国的大课题给出了全面、严谨的解释，其结
论颠覆了社会上流行的观点。
本书分为“汇率篇”“贸易战篇”和“粮食安全篇”三个部分，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
第二，贸易战有多大的作用？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如果爆发贸易战，
中国能否获胜、损失有多大？
第三，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存在问题？如果爆发“粮食战争”的话，中国是否会出现粮
食危机？ 中国会不会遭到经济制裁？中国怕不怕经济制裁？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经
济制裁原理和策略的著作《中国不怕》要回答的问题。 近些年来，经济制裁的幽灵一直
在国门外徘徊。面对“汇率操纵国”的指责，面对国内外对中国粮食保障的担忧，国内
却缺少对于经济制裁原理和策略的系统研究。正是由于对经济制裁缺乏研究，才在有些
地方过度紧张，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在《中国不怕》一书中严厉批
判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指责与威胁，对汇率争议、粮食安全等持续困扰中国的大
课题给出了全面、严谨的解释，其结论颠覆了社会上流行的观点。
本书分为“汇率篇”“贸易战篇”和“粮食安全篇”三个部分，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 第二，贸易战有多大的作用？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
大规模的贸易战？如果爆发贸易战，中国能否获胜、损失有多大？ 第三，中国的粮食安
全是否存在问题？如果爆发“粮食战争”的话，中国是否会出现粮食危机？
徐滇庆教授和李昕博士在本书中的结论是：
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中国不怕汇率争端！ 美国在经济上的真正对手是日本、欧盟



，而不是中国。如果美国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其结果只能是加速美国经济霸权
地位的衰落。中国不怕贸易战！ 近年来，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只要放弃粮食生产能力
，只要能保证口粮的自给度，中国完全可以扩大粮食进口规模，改善农业生产结构，促
进农民增收。中国不担心粮食安全，更不怕“粮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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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滇庆 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等高校客座教授，中加金融学会顾问，中国留美金融家协会顾问，曾任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顾问。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热点问题有深入研究。 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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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粮食安全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必需也是保障国家独立、稳定的重要条件。徐滇庆教授
在大量的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基础上，用客观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不仅能够养活自己，
而且能够活得很好，所谓“中国崩溃论”是毫无根据的。本书中还有许多新的观点值得
关注。例如作者指出中国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汇率篇
第一章 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
  第一节 稳定币值不等于操纵汇率
  2010年3月24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要求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currency manipulator)。在经
济和金融学教科书上很少见到“汇率操纵国”的提法和有关案例分析。既然伯格斯坦提
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刨根问底，认真探讨一下汇率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汇率操
纵国的定义。
  汇率制度从浮动汇率到固定汇率，中间有十几种选择。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汇率制
度，一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贸易、金融、经济状况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高低取决于外汇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好处是政府无须干预，
也用不着高额的外汇储备。坏处是汇率上下波动，很不稳定，不利于国际贸易，也不利
于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浮动汇率比较容易遭到金融投机集团的炒作和投机，即便是主张
货币自由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
。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盯住某种基础货币，保持稳定的汇率。当前，由于美元
是国际基础货币，许多国家的货币盯住美元。众所周知，外汇市场上对各种货币的供给
和需求随时都在变化，为了实现固定汇率，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非常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当外汇市场上对本币的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足时，央行就提供本币，回收美元；当外汇
市场对美元需求上升而供给不足时，央行就提供美元，回收本币。要做到这一点，央行
手上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集团就是看准了泰国、
印尼等国的外汇储备有限，突然大量抛出这些国家的本币，兑换美元，直到这些国家的
央行耗尽了手中的美元储备，导致汇率体系崩溃，从而从中牟取暴利。
  央行购进或者增发本币以维持币值稳定，这正是央行的职责。央行是货币发行者。你
印的票子，你就有责任维持票子的信誉，保持货币拥有稳定的购买力。世界各国的央行
都以稳定币值作为主要目标。如果本币的币值不稳定，就是央行的失职。世界上所有国
家都是这样干的，稳定币值与操纵货币是两回事。
  第二节 操纵货币的前提条件
  在货币金融学中，“操纵货币”特指货币金融当局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货币发行来
剥夺民众和他人的资产。例如，如果执政者突然大量增发货币，必然降低货币的含金量
，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从表面来看，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和银行中的存款还是那个数字，



可是购买力却严重受损。政府印刷钞票的成本很低。大量印刷钞票实质上就是剥夺了民
众的财富，将民众的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中。这就是最常见的操纵货币行为。
  操纵货币的前提是具有特权。在任何国家中只有中央银行才有印刷钞票的权力，老百

汇率篇 第一章 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  第一节 稳定币值不等于操纵汇率  
2010年3月24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要求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currency manipulator)。在经
济和金融学教科书上很少见到“汇率操纵国”的提法和有关案例分析。既然伯格斯坦提
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刨根问底，认真探讨一下汇率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汇率操
纵国的定义。  汇率制度从浮动汇率到固定汇率，中间有十几种选择。世界上没有十全
十美的汇率制度，一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贸易、金融、经济状况以及预期
达到的目标。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高低取决于外汇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好处是政
府无须干预，也用不着高额的外汇储备。坏处是汇率上下波动，很不稳定，不利于国际
贸易，也不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浮动汇率比较容易遭到金融投机集团的炒作和投机
，即便是主张货币自由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采取完全浮
动的汇率制度。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盯住某种基础货币，保持稳定的汇率。
当前，由于美元是国际基础货币，许多国家的货币盯住美元。众所周知，外汇市场上对
各种货币的供给和需求随时都在变化，为了实现固定汇率，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非常重
要的稳定器作用。当外汇市场上对本币的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足时，央行就提供本币，回
收美元；当外汇市场对美元需求上升而供给不足时，央行就提供美元，回收本币。要做
到这一点，央行手上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集团就
是看准了泰国、印尼等国的外汇储备有限，突然大量抛出这些国家的本币，兑换美元，
直到这些国家的央行耗尽了手中的美元储备，导致汇率体系崩溃，从而从中牟取暴利。
  央行购进或者增发本币以维持币值稳定，这正是央行的职责。央行是货币发行者。你
印的票子，你就有责任维持票子的信誉，保持货币拥有稳定的购买力。世界各国的央行
都以稳定币值作为主要目标。如果本币的币值不稳定，就是央行的失职。世界上所有国
家都是这样干的，稳定币值与操纵货币是两回事。  第二节 操纵货币的前提条件   在
货币金融学中，“操纵货币”特指货币金融当局利用自己的特权，通过货币发行来剥夺
民众和他人的资产。例如，如果执政者突然大量增发货币，必然降低货币的含金量，导
致恶性通货膨胀。从表面来看，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和银行中的存款还是那个数字，可是
购买力却严重受损。政府印刷钞票的成本很低。大量印刷钞票实质上就是剥夺了民众的
财富，将民众的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中。这就是最常见的操纵货币行为。  操纵货币的前
提是具有特权。在任何国家中只有中央银行才有印刷钞票的权力，老百姓不能印刷钞票
，私印钞票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只有政府才能操纵本国的货币。  在国际贸易和
金融中，世界各国有各自的货币发行制度。你能印钞票，我也能印。你印你的，我印我
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只允许本国货币在境内流通。毫无疑问，中央银行只在自己国
内有权威，而管不着其他国家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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