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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购贝尔斯登，此时市场恐慌情绪开始缓和，

很多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但王永利和同事经

过认真研究，认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

这仅是救市过程里面的一个回光返照。他们决定

抓住机会抛售大部分次贷资产，尽管有14%左右

损失，但事实证明决策是正确的，同样的次贷债

券在金融风暴时，已经跌掉了8到 9成。

“近期全球资本市场又出现大震荡，在危机

过后十年，社会上开始流传一种‘金融危机十年

周期’的说法，不能不让人担忧，这又促使人们

重新反思前期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认识和对世界局

势变化的认知。”新年初始，王永利在北京西单

的一处茶室，向笔者回忆起那些穿越危机的日子，

仍感慨不已。

穿越危机与中国选择
除去贪婪、金融创新过度、监管体制漏洞等

因素，在王永利看来，全球性经济或金融危机的

爆发，主要根源是全球化大发展造成的产能和流

动性严重过剩。

二战让美国彻底摆脱了 1929年的那次因聚

集大量产能和流动性严重过剩而引发的大萧条，

2007年 9月 15日的那个周末 ,纽约联邦银

行把华尔街上大银行的头目们全请来，给他们一

个周末的时间想办法凑钱拯救雷曼。保尔森努力

地解释着华尔街术语，但布什总统很明显听得云

里雾里；巴菲特匆匆接完高盛的电话就忙着带孙

子去了甜品店……

这是《大而不倒》电影中的场景，节奏紧凑，

情节跌宕起伏。这一次，我们也约访到了一位危

机的亲历者——王永利。

他曾是中国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先后从事

或分管过财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全球

金融市场、支付清算、IT等十多个部门；他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将货

币金融、资本金融、交易金融打通；他在互金领

域践行新金融，对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有深入研

究；他也是《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

一书的作者。

2006至 2008年间，王永利作为分管中国银

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的负责人，亲历了这场次贷危

机。2007 年 2月 8日，汇丰宣布由于美国房地

产市场暴跌而出现大幅坏账，被视为次级债爆发

的开始；2008 年初，摩根大通同意以 2.4 亿美

在中国银行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学院派扎实的理论功底让王永利看清了货币的奥秘和金
融的魔力，于 2008 年期间妥善处置中行的次贷资产；而余额宝的迅速崛起，又刺激他
转投互金领域，并有所研究。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王永利：穿越危机的金融家

人物       Figures



73MEGA FINANCE   2018  02

王永利

1964 年 4 月生于山东 , 经

济学博士 , 中国银行原副行

长、执行董事，曾任乐视互

联网金融 CEO，中国国际

期货副董事长，兼任共享金

融百人论坛理事长、文化金

融 50 人论坛理事长、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等

多家研究机构的学术委员。

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以及非

银行金融领域有广泛而深入

的参与，对财务预算、风险

控制、货币金融、外汇储备、

跨境清算、金融科技、数字

货币等有丰富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深刻

而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具有

很强的全局意识、战略意识。

著有《穿越危机——世界剧

变的中国选择》《金融新思

维 银行新发展》《金融危

机全景透视》《新财会制度

重点问题讲解》等书籍，发

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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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凭借着雄厚的黄金储备，在 1944 年布雷顿森

林会议上，美元一举取代英镑，称霸世界新的货

币体系。

70年代末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为世界提

供了拥有巨大潜力的劳动力、资源和消费市场，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明显加快，世界格局深刻变

化。苏联解体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但由于

“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也不断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大大小小的金融危

机，危机爆发后的救市则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和

流动性过剩。“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是无辜

的！”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资本回流

美国，助推了世纪之交的那场科技泡沫，布什政

府上台开始刺激房地产发展，9·11引起的恐慌

也让国际资本开始寻求美国以外的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吸取教训，推

动了一轮非常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并全面深化

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三大改革，将资

源转化为资本，推动经济在 2000 年之后呈现明

显上升态势，成为世界经济难得的亮点。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新的“世界

工厂”，也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推动世界

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产生了新一轮全

球化高潮。

大量资本外流，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迫

使美国自2004年6月开始，不断地提高基准利率，

从 1%提高到 2006 年 6月的 5.25%，最终使美国

住房价格在 2006 年底触顶回落，大量次级贷款

形成的坏账难以收回，进而爆发了 2007 年次贷

危机，最终引爆了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并向全

球蔓延。

“可见，危机就是一部金融史。除此之外，

货币脱金和超发、记账清算和金融脱实向虚，以

及频繁的经济刺激和救市，都会造成流动性过剩，

也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推动因素。”王永利

人物       Figures



75MEGA FINANCE   2018  02

货币金融的巨大
变化都和“记账
清算”密不可分，
而这一点至今尚
未引起全世界的
足 够 认 知 和 重
视，甚至存在诸
多误解和谬误。
王永利希望捅破
这张窗户纸。

捧起一杯清茶,看茶叶在杯中竞相浮起，又纷纷

沉落，陷入了沉思。

中国如何选择？王永利在《世界走过头了，

危机远未过去》一文中提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后，20国集团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

中国更是迅速调整宏观政策，推出了举世瞩目的

经济刺激计划，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

并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世界由 20世纪美国的崛起变成了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近 40年，总体

高速发展，没有爆发危机，而是成功穿越了东南

亚金融危机和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不能不说是

个奇迹，“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是与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

与时俱进、稳中求进分不开的。围绕十九大确定

的到本世纪中叶，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

界领先的宏伟目标，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

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尽快形成配套

的“国家金融战略”并积极推动实施。“这就需

要准确把握货币的奥秘和金融的魔力。”王永利

脸上浮现一丝神秘的笑容。

货币奥秘和金融魔力
货币金融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

面面，成为社会运行的血脉和资源配置的枢纽，

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货

币金融也存在其可怕的负作用，控制不住，就会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到1971年，随着欧洲国家对美元的担忧，

开始用美元兑换和收回黄金。这使美国的黄金储

备进一步受到挤压，迫使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面

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也使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废弃

了金本位制。这就是‘货币脱金’，也为通货膨

胀乃至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条件。”

王永利侃侃而谈，好似穿越回到曾经人民大

学的讲台上。1987 年王永利在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老校长黄达先生曾

是财政系主任、中国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主编

了中国第一本《货币银行学》教材。大师名校，

耳闻目染，货币金融的种子在王永利的心中扎实

的生根发芽。

1989 年 5月，王永利加入中国银行总行，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老同志一起，对中国银行从

人民银行分出十周年来，各项业务会计核算手续

进行梳理筛选，编撰出《中国银行各项业务会计

核算手续》。“我三个月学了别人好几年都学不

到的东西。”

此后，王永利直接负责了各种新业务会计制

度制定、会计报表和年报的编制与分析，还直接

参与了 1993年的财务会计制度改革；1994年的

外汇体制改革；1995 年的商业银行改革在中行

实施方案的制定，积累了对现代银行发展和运营

的全局视野和实操经验。

35岁不到，王永利便有了戎马倥偬之感，

先后担任总行财会部、资产负债管理部主要负责

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1999年 11月，因福建省分行与“厦门远

华大案”有关，涉及到了分行领导班子，王永利

临危受命紧急奔赴该行。自 2000 年初开始全面

主持工作，在应对案件处理的同时，坚持“大乱

之后要大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因地制宜

确定“新股申购”和“外汇业务”新的增长点，

积极做好发展规划，切实推动改革、强化管理，

带动分行尽快走出了困境，加快了发展。

2002 年 5月，王永利调任中行河北省分行

行长，他抓住了环渤海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明确

发展重点和战略举措，深化组织体系和激励机制

改革，强化干部培养和思想解放，推动河北省分

行走上份额提升、快速发展之路。

2003年 11月，王永利被任命为总行党委委

员、行长助理，晋升为中行最年轻的总行领导，

他积极参与中国银行的股改上市；直接负责中行

左图 2 月 2 日 , 王永利做

客金融博物馆的下午茶，

全 场 200 多 人 和 4 万 多

名观看网络直播的观众，

聆听了他的演讲《穿越危

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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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推进中行 IT

蓝图（核心系统的改造统一）的成功实施；强化

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成功应对 2013 年的金

融“钱荒”；他最多时同时分管16个部门。

正是这些来自一线的实践和学院派扎实的

理论功底让王永利看清了货币的奥秘和金融的魔

力。其中，王永利特别强调记账清算。“记账清

算的发展，引发货币金融的蜕变，推动货币从有

形货币转向无形货币，货币的投放方式、运行模

式深刻变化。所谓货币的流动，已经由货币现金

的实物流动，转变成货币所有权的流动，金融更

加独立和活跃，从货币金融发展到资本金融再上

升到交易金融，作用越来越大，但风险随之更加

突出，也更加难以控制。”货币金融的巨大变化

都和记账清算密不可分，而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

全世界的足够认知和重视，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和

谬误，王永利希望来捅破这张窗户纸。

“今天你会发现，全世界真正流通的现钞越

来越少，货币总量中越来越多的是银行存款，货

币正朝着数字化方向迈进，并且货币现金的流动

变成了货币所有权的流动。记账清算，即发生经

济往来的双方通过开户银行等清算机构，以债权、

债务的记账调整方式进行资金的清算，已成为货

币发展史上的三大重要裂变之一。”王永利加重

了语气。

“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不会有

外币现金真正流入中国。外国拥有的美元外汇储

备越多，其对美国债权或资产就越大，相应的，

美国外债就会越多，其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就越

强。在记账清算体系下，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

不能拿回来。”

“根据这一原理，人民币走出去，应该是鼓

励以记账清算方式走出去，而不是鼓励现钞走出

去；外国拥有的人民币越多，其在中国金融机构

的存款就会越多，中国的人民币外债就会越大；

而又需要加快人民币在岸的全球清算和交易中心

建设，并以此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要配

套推动人民币汇率及可兑换和外汇管理体系改

革；人民币海外资产和海外负债将会扩大，需要

在相关统计中加以反映并加强管理。”他计划写

一本相关的专业书籍，来补充货币金融学关于记

账清算方面的知识和影响。

如果说记账清算已成为对货币发展史上的重

要裂变，那么移动支付则是新技术跨界颠覆的支

点，王永利接下来的故事就与支付有关。

从银行家到互金践行者
金融机构跳跃的金币与科技公司流动的数

字，原本分属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

存世逻辑。在互联网早期，它们就像相隔美国东

西海岸的华尔街和硅谷一样，各统一方，相安无

事。如今，随着两者尤其是互联网“圈地运动”

的扩大，边界模糊了。而这也正是王永利从银行

家转变为互联网金融践行者的根由。

“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高峰期后，我从

2009年开始，接手中行发展大战略 IT蓝图的实

施。它是投资上百亿、用于中行 IT系统以及流

程再造的重大工程，被寄予厚望。用了三年时间

成功将中国银行全国的核心系统进行统一和升

级。那时所谓的信息化，智能化仍是以 IT为主

的系统应用，打造智慧银行的概念也仅限于此。”

真正刺激到王永利神经的是 2013年余额宝

的推出，短短几个月，融资规模逼近六千亿元，

直接带走了商业银行大量的活期存款。他遂将目

光转移到互联网金融方向，并切身感受到信息化

的中心，正在从以 IT为主导，转成以互联网为

主导。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

和运行方式，也在深刻改变金融的格局，让其越

来越融到了实体经济中，一体化、系统化、自助

式运行。

2015 年 8月，王永利转身到一家大型互联

网公司去践行互联网金融，形成了“支付是基础，

王永利将目光转
移到互联网金融
方向，并切身感
受到信息化的中
心， 正 在 从 以
IT 为 主 导， 转
向以互联网为主
导。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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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是核心，资管是方向”的互联网金融整体规

划。

“可以说没有互联网支付就没有互联金融今

天的发展。支付是最容易被新技术改造的一个产

业与金融资源转换点、连接器，是首当其冲的交

叠地带。它既是传统金融的基石，也是新技术跨

界颠覆的支点。只要冲破这一隘口，用户消费行

为就可以被沉淀，就可能踏进大数据风控、征信、

理财等丰腴之地。”

“有了支付的基础，再建一个金融交易平台，

就像金融的淘宝、天猫，让各类金融机构，都来

这里开店，我们提供底层的基础服务。”

作为CEO，王永利并没有像其他机构那样，

一上来就土豪般收购金融牌照，而是尊重互联网

跨界融合的特质和金融发展的规律，将整个金融

的功能开始重新组合，以互联网支付为基础，以

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为核心，着力推动新型资管

发展，形成金融科技新模式，以最小的投入赢得

最大的功效。

“金融的本质是风险，风险不仅仅是控制，

更需要平衡。随着互联网产品服务与消费者之间

交互的方式、形式、模式的变化，对用户信息的

采集、处理和新技术多样化应用，金融产品的管

理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风险管理的实现

方式也随之而变，更多地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

王永利在所在互联网公司资金从紧的情况

下，仍顶住压力，放过了 P2P、众筹等风口，始

终守住不爆发金融风险的底线。事实也证明，当

某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一地鸡毛的时候，所在互联

网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王永利掌管的互金平台

仍然安全稳健。

采访即将结束时，话题又回到了王永利的那

本《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的新书，

他谦逊而认真地和笔者讨论起互联网新媒体的趋

势，以及书中的观点如何更有效的传播。在此刻，

笔者深受触动，一位穿越危机，拥抱新时代金融

家的灵魂在文字中跳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