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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往往对已经看到的“灰犀牛”视而
不见一样，很多投资者对防控风险的言论也
是视而不见。

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引用受访者的话说：人们

有时候非常容易忘记中国是一个有管理的经济

体。如果再往前追溯，每当中国经济面临重要

关口的时候，总会有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出现。

但迄今为止，这些预言都落空了。而关于中国

金融风险的预言，到目前为止也让众多做空的

投资者损失惨重。

正如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灰

犀牛》一书中说的，面对大概率危机，第一个

阶段往往是否认情绪占上风，躲避灰犀牛式危

机袭击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危机的存在。直接

承认灰犀牛式危机事件的存在，不仅能帮助我

们躲避其袭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把危机转化

成机遇。

中国的领导者承认风险可能性的言论足够

多。这一点足够明显，所以很奇怪的是，正如

人们往往对已经看到的“灰犀牛”视而不见一样，

很多投资者对这些言论也是视而不见。

不妨重温一下部分言论。这些言论足以

表明，中国的领导者明确承认大概率危机的可

能性，其坦率态度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从国

际经验中，我们还认识到：我国正处于从中等

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这个阶段

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就指出：今后 5 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

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暴露的时期。

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

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

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

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

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

断。

更早一些时候的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更

具体地谈到，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

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

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

众所周知，党的十九大部署了今后三年的

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

风险。防范重大风险尤其是防控金融风险，是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逻辑，对此，

企业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防控金融风险被放在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

的首位，这是由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决定

的，由于金融风险的突发性、传染性和危害性

非常强，一旦发生大的系统性金融动荡，甚至

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发展的进程。近日，银监会

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

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总体可控，但仍然处于风险

易发多发期，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灰

犀牛”和“黑天鹅”隐患威胁着我国的金融稳定。

极强的风险意识和防控能力，可以部分解

释为什么近几年国际上大举做空中国的投资者

会被交易员沮丧地称之为“寡妇制造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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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造成蒙蔽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好

也非常重要的开始。

而在前面提到的郭树清的访谈中，有这样

一段话更是昭示了行动的决心：（银行业）有

的股东甚至把银行当作自己的提款机，肆意进

行不正当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少数不法分子

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

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

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

严肃处理。

谁是庞大的金融集团？这段话差不多算是

直接点名了。在面对灰犀牛式危机时，对“集团”

开展行动，还有比这更积极的行动吗？一场更

加猛烈和精准的金融监管风暴就要来了。

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暴露，就业也存

在结构性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

房地产等领域，也正是人们谈论中国经济的“灰

犀牛”比较有共识的领域。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主要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

对于灰犀牛式危机，中国的领导者不仅直

面，而且积极采取行动。正如米歇尔·渥克所说，

最好的领导会在危险尚未靠近的时候就采取行

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们可能会认

识到防范危机的必要。但是，最难的部分是行动。

最难的事情是要弄清楚如何做才能解决危机。”

对此，中国的领导者也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标

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

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

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

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

应对灰犀牛式危机，需要高度重视不断敲

响的警钟，这些警钟往往是通过一些重大事件

敲响的。比如过去几年在股票市场、互联网金

融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就一再给我们敲响

警钟。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比如

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要深入评估风险，

不能见钱眼开，有奶便是娘。简政放权不是不

要管理了，该管的还要管，要守土有责。总的

原则是，不能让矛盾风险点传导、叠加、演变

和升级，不能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

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

统的矛盾风险挑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行动，目前已经向纵

深发展。比如辽宁、内蒙古、天津滨海新区等

地方主动进行 GDP 挤水分，同时辽宁、内蒙古

等也自曝财政数据造假或者虚增空转等问题。

而地方主动这么做的一大背景是中央准备对地

方 GDP 统一核算和严控地方政府的债务性融资。

这其实属于《灰犀牛》一书中指出的，解决妨

碍我们正确决策和及时行动的一个体制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