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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求索，王国刚的人生历程就是不断寻道的过

程。“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黑暗中前行的

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人的重任。”

随着和王国刚的深入交流，一个寻道者的故事也

渐渐清晰起来。 

最初探索，打开学术之道 
有两件事改变了王国刚的人生轨迹。第一件

事与“启蒙”和“初心”相关。“1971 年，我

从福州启程，到福建龙岩特钢厂报到。我还不足

16 岁，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正是向老师学

习的年纪，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抓紧一切可能

的时间读书学习。”鲁迅曾说：“哪里有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这

使王国刚明白了时间的珍贵。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王国刚了解到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也是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厂里的工会领导知道了

我在读《资本论》后，鼓励我在工人夜校讲讲，

我花了几个通宵准备第一堂课，但在讲台上依然

不知所云，令我第一次有了‘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的痛感。尽管如此，工人弟兄们还是鼓励我 ,

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我的老师。”王国刚深刻领会

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真切含义。 

理论研究是什么？王国刚略加思索后的回答

是：寻道和论道。“道”为何物？道乃规律、机

制之理，行为之路。要寻道，先要识道，由此，

就有了寻道人和论道人，这便诞生了理论研究者。 

北京的春天，人间四月天。这位社科院老

所长正在人民大学明德楼的教室给同学们上一

堂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金融课。 

王国刚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之路是漫

长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国营百货商店、

国营食品商店和国营菜场等，每日也有买卖交易，

但是否存在市场经济？买卖交易是‘市’，但并

非一定有‘场’。市场经济中的‘场’，乃是‘道’，

即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如何建立符合市

场经济之道的证券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

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对中国来说，依然任重道

远。由此可以断言，在未来的发展中，‘道’的

探寻还将延续，也还将有更多更优秀的成果持续

问世。” 

“我觉得王老师在传道，基本概念讲得特别

清楚。道是基础，把大家的基础夯实了，就跟建

楼一样，才能在地基上想建什么就建什么。”一

位同学感慨道。 

从工农兵傻小子朦胧涉世到象牙塔书呆子苦

苦求学，从考入人民大学不懈奋斗到进入社科院

寻道者王国刚
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黑暗中前行的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人的重任。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本刊记者   苏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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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

江苏无锡人，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

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中

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教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近年主要从事货币政

策、金融运行和资本市场

等相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

研究，著作 40 多部，论文

900 多篇；主持过近百项

科研课题，其中包括省部

级重大、重点课题 30 多项，

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和 30 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

教学奖。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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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了《利润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

等文章；到 1984 年底，王国刚已发表 6 篇文章，

由此，他迈上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台阶。1985

年王国刚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博士

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术征程。 

学以致用，实践寻得真道 
王国刚始终坚持科研应贯穿三大逻辑，实践

逻辑永远是第一位，理论逻辑和技术逻辑必须服

从于实践逻辑“金融乃致用之学”。不知天下之

事，何以论何为“道”？ 

在人民大学读博期间，王国刚真正进入了经

济学研究之门。他逐步理解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和相关理论的实践含义，开始注重专业思维方式

的训练和培养，养成了从假设条件出发看文章著

作、从调整假设条件出发思考相关问题的思维习

惯，走出了“书呆子”的困惑之境。 

 1988 年 7 月，王国刚毕业，到南京大学

教书。在南京大学的 6 年多教学科研时间，他

开设了《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管理学》《货

币银行学》《资本论》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中，

王国刚编著的名为《股份经济学教程》的绿皮

书尤有意义，它是全国第一本系统、全面讨论

股份经济学的教科书，他也成为中国最早推进

股份制的学者之一。1992 年初，王国刚破格晋

升，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1990 年 12 月 19 日，黄埔江畔一声锣响，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启

了新的历史进程，王国刚的命运也因此而转折。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推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成为一个热议的主题，企

业的股份制改制和发股上市成为江苏省和南京市

改革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 

王国刚先后参与了熊猫集团、南京新百、红

豆集团、二纺机多家企业股份制改制方案设计和

论证工作，给南京市政府和相关企业做了几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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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福建师范大学派了一批师生去龙

岩特钢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 大会主题是批判

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等到王国刚发言的时候，

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都在批

判这 17 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党和中央难道就真

的无所作为吗？第二个问题是，这 17 年间是谁

领导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

进步，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第

三个问题则与商品经济有关，计划固然是从事经

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商品、货币，

将如何进行经济活动？ 

在王国刚提出这三个问题后，会议讨论的方

向发生了改变，大家纷纷开始讲述 17 年来的成

就和成功经验。这件事也让他给福建师大的校领

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后，他便被点名过去

上学，人生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 1977 年，与“坚持”和

“追求”相关。“我到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系报到，

再次进入学校的大门，成为 1976 级的一名学生。

在课程的学习中，我将尽可能多的时间集中于学

习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既包括《剩余价值

理论》，也包括的《国富论》《赋税原理》《经

济学》等著作。” 

王国刚排除各种干扰，千方百计挤时间学

习，节假日和寒暑假，甚至平日午休时间都基本

泡在教室或图书馆。他给自己列了一个时间表，

每个星期要争取 60 小时的读书时间。他牢记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句话，“知识的问题

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也牢记着毛泽东说的另一句话“人总是要有点精

神的”。 

1979 年，王国刚留校，开始教学科研，并

在 1981 年以福建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福建

师大政教系的经济学研究生。随后的 3 年间，他

勤于动笔。1983年，王国刚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随后，又在《福建论坛》

1  王国刚编著的《股份
经济学教程》是全国第
一本系统、全面讨论股
份经济学的教科书。 
 
2  王国刚给同学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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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部和国际部等业务部门的工作，主持和参加

了青岛海尔、大连大冷、江苏春兰、贵州凯涤等

诸多公司的股份制改制、股票发行和股票上市工

作，指导了股票自营操作；主持了东四证券营业

部的内部管理整顿，指导了深圳证券营业部、南

京证券营业部等的设立。 

“华夏证券期间我没有发表文章，为什么？

通过这些实践，使我深深感到了教科书知识与实

践要求的脱节和差距，尤其是教科书中的一些原

理不仅不符合实践机制，而且与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法律制度要求也是不一致的。比如，中国股票

市场初期尽管有不规范但得先发展；比如当时的

股份经济专题报告，参与指导了江苏省股份合作

制改革的工作。“市场经济是一个宏大的海洋，

我们对其知之甚少。虽然西方经济学揭示了其中

的一些原理，但国情不同，差别也很大。也为了

证明从事教学科研的老师们也有着较强的动手能

力，我产生了下海试水的念头。” 

在创办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江

苏兴达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成功之后，1993 年，

王国刚受时任华夏证券总经理邵淳的邀请，再次

入京，来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挂职锻炼一年。 

华夏证券是中国三大老牌券商之一，在挂职

公司副总裁期间，王国刚负责发行部、交易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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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是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还是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

的争论等。” 

在华夏证券挂职锻炼一年很快过去，实践让

王国刚认识到，在西方国家历史上通过不断试错

中探索出的结果，在中国改革发展中需要根据国

情进行理论探讨、凝聚共识才能实践；与理论原

则相比，在经济发展中体制机制、操作路径、法

治环境乃至政策的包容度等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时，王国刚开始思考从南京调到北京工作

的事宜。“其一，通过这段时间的社会实践，我

决定将日后的研究重心从企业运行机制转向金融

运行；其二，中国大量的经济信息不是公开的，

只有在北京首都这个地方，才能通过各种场合去

听、去交流、去体会一手的信息。”王国刚道出

了当时的想法。 

参与了中信证养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

后，1994 年，王国刚正式调入了社科院财贸经

济研究所。 

漫漫求索，经世济民之道 
“为什么选择社科院？是因为我认为研究大

致上可分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务研究三种

类型，政策研究既需要有理论指导又需要了解实

务，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大趋势，有许多结合国

情的理论必须在充分了解实践状况的条件下才能

产生，政策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如果

我的研究成果有一项转化为可实施的政策，它将

使得众多企业和居民受益。”王国刚说。 

在王国刚看来，由于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以“自

然”方式走过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在中国体制

机制改革中需要先进行理论探索研究、凝聚共识

才可能转化为政策制度和实践活动，所以，有着

大量的新课题需要进行学理性探讨，由此，形成

中国资本市场理论体系。在科研探讨中，王国刚

始终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以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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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推动了 2005 年中

国股市的一次重生。 

2002 年美国爆发了安然等公司丑闻，王国

刚在《华尔街的堕落》一书“序”中写道：财务

造假只是一种“术”，不是“道”，虽能得逞一

时，但终将不能步入“正道”；在几百年的近代

历史发展中，能够在市场竞争中长久取胜的企业

是那些遵规守道者。“术”者，伎俩也，“道”

者，机理也。 

2007 年以后，王国刚重心转到研究货币市

场、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方面研究的重心转向债

券。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工作 10 多年来，王国

刚的科研视野涉及资本市场理论和实务、货币理

论和货币政策、金融运行理论和实务、国际货币

体系和汇率制度、信托机制和金融租货等方面，

发表了 12 部著作和 450 多篇论文，主持了国家

社科基金招标课题、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和其他

课题 80 多项，获得了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中国

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科院优秀信息奖

等 30 多项，可谓硕果累累。 

在王国刚看来，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

黑暗中前行的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

人的重任；寻道者在艰苦努力中探索，不仅需要

了解相关各方面的前人之说，也不仅需要知晓本

国国情和他国实践状况，而且需要“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在黑暗和茫然中推陈出新，寻求光

明之道；寻道者需要扎实严道的态度，浅尝辄止、

感情用事、哗众取宠、人云亦云均不可取，抄袭

剽窃他人成果更是在禁止之列。 

“作为寻道人，以中国实践发展马克思主

义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推进

金融理论的中国化则是我们的历史革命。服务

于实践、创造中国金融理论、做好思想库智团，

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者的追求、我们的精神。”

王国刚说。

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具有政

策含义的见解，并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发

展每一个重要的大事件。 

从 1993 年到 2012 年，王国刚参加了第一部

《公司法》、第一部《信托法》、第一部《证券

法》、第一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

资基金法》的起草研讨工作。他提出：股份制是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基本形式，应通过企业改

制来强化约束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国有资产管

理重心应从企业管理转向资产总量管理；应加速

资本市场发展，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中国

资本市场应建立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机制，变审

批制为注册制等重要的新认识、新观点。 

尤其在“创业板的诞生”、“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建立”、“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股权

分置改革”这四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大事中，王

国刚的名字一定要提。 

王国刚回忆道：“1998 年，我们承接了国

务院交办、国家科技部邓楠主持的《我国高新技

术产业化创新机制研究》项目，金融中心由李扬

挂帅、王松奇负责创业公司及其机制设计，我负

责创业板市场设计。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起草

了科技部等七部委文件《关于建立我国科技创业

投资机制的请示》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

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就在讲，因为我们干的名称

是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创业机制，与这个相对应

的当然是创业板市场，创业板的名字由此诞生。”

媒体也因此誉他为“创业板之父”。 

同在 1998 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王国刚提出和论证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现已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成为党中央和

国务院相关文件的规范用语；而《四问证券投资

基金》成为中国基金业的经典性文献并成为 2000

年揭露基金黑幕的主要理论根据；获得第七届中

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的《股市公共性：

左图  王国刚认为金融研
究是一项创新工作，需
要有厚实的历史知识，
勇闯新路的胆识和敏锐
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