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人物       Figures

他本人原来不太熟悉的互联网金融问题等。最

近一段时间，他重点研究了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等重要问题。”

作为厉以宁四十多年的同事和学术合作者，

受到颇具诗人气质厉老的影响，曹凤岐也喜欢

用诗词歌赋来表达思想。他最喜欢曹操在《龟

虽寿》里的四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由于见证并影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轨

迹，曹老被人称为“曹证券”。用他自己的话说，

“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而这部小

说以一首诗开头，妙不可言：

年逾古稀谈人生，跌宕起伏路难行。

股份改革点星火，证券立法铸章程。

创建学院基石奠，培育英才心血凝。    

公益基金奖人才，雏凤清于老凤声。

在诗中，有曹凤岐引以自豪的五件事：第

一件事是金融研究四十载，出版了全国第一本

《货币金融学》教材，推动了中国金融学的发展；

第二件事是坚定地追随厉以宁教授一起研究股

份制、产权制度改革；第三件事是作为主要成

员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当曹凤岐抛出他的《金融改革创新论》：

“现在的一行三会缺乏统一监管机制，分业监

管容易产生监管的真空和监管套利，对金融创

新和互联网金融等很难进行有效监管。建议合

并三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

和央行形成‘双峰模式’共同监管。”大会全

场给予这位七旬老人热烈的掌声。

这是发生在 2017 年 1 月 7 日北京举办的中

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一幕。作为中国最有影响

力的资本论坛之一，国内外一流学者和金融证

券主管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中国资本市

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中国现代金融体

系的构想而上下求索。

曹凤岐的观点引起业界共鸣，引用著名经

济学家厉以宁的话来评价：“他敢于研究和探

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理论。除了对

股份制和资本市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外，对金

融体制改革中的新问题也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和

创新性研究。他不仅研究了宏观经济与金融、

利率和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商业银行管

理等问题，近期还研究了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

的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和民间金融，研究了

老骥伏枥“曹证券”
多年来我确实在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位正直的、有良心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努
力践行着。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努力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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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岐

1945 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

（现属松原市），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

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

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现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

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

等职；《证券法》起草小组

成员，《投资基金法》起草

工作组副组长。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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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凤 岐 主 编 的
一本名为《中国
企 业 股 份 制 的
理论与实践》的
书，1989 年 刚
出 版 时 被 批 为
“毒草”，小平
南 巡 后 重 获 新
生，成为人见人
爱的鲜花。

右图  2014 年 11 月曹凤岐

在北大光华作的“混合所

有制与国有企业改革”讲

座上的照片，他手里拿的

就是 1989 年第一版的《中

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

践》。这本书的重要意义

在于“股份改革点星火”。

皇天不负有心人，1979 年曹凤岐的处女作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银行的作用》发表了。

这也引起了学术前辈陈岱孙先生和厉以宁先生

的关注，并有意识地对他进行培养。

曹凤岐精研《资本论》，看到发展市场经济，

没有金融做基础是不行的。当时北京大学并没

有金融学课，也没有金融专业。他找到当时的

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提出了要开金融课的

想法。陈岱孙教授就给人民大学的金融系主任、

后来当过人大校长的黄达写信推荐曹凤岐。于

是曹凤岐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第一届金

融研究生班的旁听生。

“我的很多金融知识来源于人民大学，黄

达、周升业、王传伦、陈共、安体富几位财政

金融学大家的课我都听过，进步飞快。1981 年，

我在北大开课《货币银行学》。1989 年《货币

金融学》出版，提出了人民币逐步变成可兑换

货币、建立货币特区、货币需求和供给测算等

新的观点和方法，全国各大高校几乎都使用这

本教材。正因为这本教材，很多人见到我说，

曹老师我是从《货币金融学》认识你的。”曹

凤岐笑着说。

而同期，曹凤岐主编的一本名为《中国企

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书，1989 年刚出版

时被批为“毒草”，小平南巡后重获新生，成

为人见人爱的鲜花。接下来这段讲述的是曹凤

岐推动中国股份制改革，跌宕起伏的故事。

股份制改革路在何方
《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这

本书的扉页写着一行大字“献给为中国改革

而勇敢探索的人们”。这也是为鼓励在中国

推行股份制改革漫长之路上，付出艰辛的理

论工作者。

曹凤岐是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

1981 年 7 月，36 岁的曹凤岐在烟台参加中国金

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对发展和规范中国资

本市场做出了贡献；第四件事是为创建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奠定了基石；第五件事是创立了曹

凤岐金融发展基金，鼓励金融实践创新，鼓励

优秀的金融人才。

这五件大事都影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

进程，它们之间是怎样的联系？笔者怀着一颗

敬佩和好奇的心，在一个深冬的清晨，来到北

大未名湖东畔的光华管理学院。细细品味着曹

老“清晨漫步未名畔，山石树木静无言。湖光

塔影依旧在，楼堂瓦舍非当年。人生曲折小道窄，

胸襟坦荡天地宽。”诗句的意境；认真听曹老

讲述他和中国资本市场 30 年的故事。

从《资本论》到《货币金融学》
“我的人生在科研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研

究金融，这得益于很早精读了《资本论》。”

曹老精神矍铄、和蔼和亲，在光华管理学院的

三楼办公室内开始了讲述。1945 年，曹凤岐出

生在东北的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

名列前茅的成绩让他在 1965 年顺利成为北京大

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的一名学生。

然而，曹凤岐上大学的第二年就赶上了文

革，中断了学业，成为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

曹凤岐并不甘心，他钻进《资本论》埋头苦读

圣贤书，不闻不问风雨声。他惊喜地发现：《政

治经济学》是《资本论》一卷的缩写，讲剥削

产生剩余价值；但是更重要的理论在二卷和三

卷！

“二卷讲的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三卷是

讲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是资本家利用

金融包括股份制的杠杆作为资本积聚的重要的

手段，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积累两个手段，一个

是信贷，一个是股份制。”曹凤岐不仅看到了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看到了生产过程中

金融资本与股份制的重要作用。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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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怀疑；甚至有人惊呼狼来了。

1990 年，曹凤岐申请正教授职称，但在学

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

下 , 仅仅因为提倡股份制而被取消了教授资格；

从 80 年代中期开设的“股份制研究专题”课也

曾被迫停掉。但他正如诗句那样，“未敢停歇

重起步，竭力前行不回头”。

在《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尾，

曹凤岐发出了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的声音，“股

份制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石，在这块基石上，

可能也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厦。现代化作为

一种历史趋势，有着不可遏制的力量。而从经

济组织形式来说，股份制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力

量。无论欢迎还是不欢迎，它迟早会在中国现

代化舞台上一展雄姿。”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同

志南巡讲话后，曹凤岐才获得教授职称。

融学会举办的“中央银行研讨会”时，同厉以

宁开始了对股份制的深入探讨。“当时厉老师

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

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

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

1982 年到 1983 年曹凤岐对中国的一些企业

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

管理制度落后。“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

能解决问题的 , 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

推行股份制。”

1984 年曹凤岐写了一篇关于股份制改革的

文章，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

度》，厉以宁推荐给了《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学报于 1985 年第一期发表了这

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国内最早从理论到实践系

统研究股份制的文章之一，影响很大。此后，

他更深入地研究在中国推行股份制问题。

“七五”期间，在厉以宁的支持和帮助下，

曹凤岐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

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1989 年

出版了上文重点提到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

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股份制

的理论、股份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产权

关系、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

发展的外部环境、股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股

票发行、交易和管理、企业集团与股份制、产

业结构转换与股份制等 , 书中还列举了我国几家

股份公司组建的实例。此时，反对改革的声音

给曹凤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

的会议上，有人就曹凤岐写的《中国企业股份

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讨论，认为他

歪曲马克思主义，鼓吹“全盘西化”、“私有化”；

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是一种诈骗制度，是资本

主义的毒瘤。还有人对股份制感到迷茫、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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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5 月，人大法工委和财经委提交的

草案要求糅在一起。两个稿子差距很大，为此，

要一条一条、一字一字地看。而为修改一个条

目，任财经委专家的曹凤岐竟和一个法工委的

负责同志争吵起来，年轻气盛的他情绪失控拍

案而起。为此，被组长厉以宁批评丢了教授的

面子，有失教授风度。“为起草一个好的《证

券法》，我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曹凤

岐据理力争。

1998 年，证券市场发展八年时间 ,《证券法》

己起草六年 , 出台时机已较为成熟。而此时，东

南亚的危机爆发，如果中国证券市场再没有法

律的规范 , 那么金融风险、证券风险肯定会越来

越大。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是相当之多 , 光靠行

政法规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所以，1998 年

12 月 29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6 次会议以

135 票赞成，3 票弃权的绝对多数，表决通过《证

券法》，并规定于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从 1999 年起，曹凤岐又参与了《投资基金

法》的起草工作。“同样，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主要想把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

基金都放在一起，但很难规范。于是，起草小

组决定分部立法，即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是中国

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由此，证券市场法治化

建设步入新阶段。同时，中国证监会正式挂牌，

标志着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形成。在《证

券法》实施后的几年中，随着经济和金融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仅 4 年后的 2005 年，《证券法》的修订即

被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此时，曹凤岐被

邀请作为《证券法》修改小组顾问。2005 年 10

月 27 日，《证券法》修订草案通过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

“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

对我支持和保护。”曹凤岐对股份制的研究更

加勤奋着力。“八五”期间，他承担了国家教

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1998

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一书，对

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

曹凤岐从 1985 年到 2005 年的 20 年间在北大学

报上连续发表了 10 篇关于股份制的文章，这就

是影响很大的“十论股份制”。

股份制改革，离不开交易，还需要法制来

保驾护航。“我经历了《证券法》《投资基金法》

起草过程中的风风雨雨、苦辣酸甜。”曹凤岐说。

《证券法》出台始末
“看到一家报纸写的是《证券法》起草六年,

六易其稿，实际上他不知道 , 仅我现在手头上

不完全的稿子就有二十多稿 , 他说‘六易其稿’

可能指的还是到九三年的稿子。”曹凤岐笑着

说。

“1992 年 8.10 排队抢股票游行事件，促使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出要起草《证

券法》，当时不叫《证券法》，而叫《证券交

易法》。中央高层提出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

更多地听听专家的意见，于是就委托人大的专

门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起草《证券法》，人

大法工委修改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方

能通过。厉以宁当时是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

所以由厉先生组班子，我进入了《证券法》起

草小组。”

“整个起草过程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为顺利进行阶段、激烈争论阶段、调查研

究阶段、重启出台阶段。其中，白热化争论的

第二阶段可谓非常艰难。“我曾经拍过桌子，

你信不信。”曹凤岐仍记忆犹新。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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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华 管 理 学 院
的 发 展 史 就 是
曹 凤 岐 的 奋 斗
史。在他培养的
学生中，有银行
行长，有校长，
有教授，还有更
多的是金融、证
券 和 基 金 行 业
杰出人士，他们
对 中 国 的 发 展
做 出 了 很 大 的
贡献。

通了。时任校长吴树青大手一挥：“管理学院，

我们回北京就开始筹备设立！”1993 年 12 月 18

日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

1994 年春天，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尹衍

樑，出资 1000 万美元资助北大工商管理学院。

曹凤岐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1994 年 9 月 18

日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这场资

助也使年近半百的曹凤岐饱受质疑。“光华管

理学院因为受资助而被说成不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于是，他代学校写了报告，汇报了光华

管理学院的社会主义方向，才使风波得以平息。

“但很值得！光华管理学院也借助这笔助资获

得了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曹凤岐说。                

可以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史就是曹凤

岐的奋斗史。令他最为骄傲的是培养了众多优

秀的学生。“在我培养的学生中，有银行行长，

有校长，有教授，还有更多的是金融、证券和

基金行业杰出人士，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今年春节曹老写了一首诗《本命年感怀》，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又逢丁酉本命年，转眼吾到七十三。

    改革何曾惧误解，教书哪敢怕专研。

    在职无私拼事业，退休公益助学坛。

    雄鸡啼鸣为报晓，笑看百花开满园。

“回首往事，回首自己走过的路，虽然路

途艰辛与曲折，但我努力了，我付出了，我自

己感到欣慰足矣！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多年来我确实在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位正直的、

有良心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努力践行着。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努力做有利于国

家和人民的事。”

“坦荡人生无悔路，热血丹心写春秋。”

曹凤岐感慨道。

厉以宁是这样评价：“这两部法律的出台，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法律

保障作用。而曹凤岐为两部法律的起草和出台，

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曹证券”实

至名归。

诗人忆北大往事
曹凤岐回忆北大的往事，很重要的一件大

事是跟厉以宁教授一手推动了光华管理学院的

成立。2015 年举办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 30

周年活动，光华管学院成立是从 1985 年经济管

理系成立算起。从严格意义上说，1985 年成立

的是北大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是经济学院下

面的一个系，当时系主任是厉以宁，副系主任

是曹凤岐。1993 年在经济管理系的基础上成立

了工商管理学院，1994年更名光华管理学院。“毫

不夸张地说，我在工商管理学院和光华管理学

院创办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曹凤岐说，“建

立工商管理学院的提议是我最先提出来的，当

时，北大经济管理系下只设立一个专业：国民

经济管理。但真正的管理是对企业的管理，一

群宏观经济研究者开办的管理系，并不为人看

好，甚至有人声称北大没有微观管理。1990 年

我在经济学院院务会上我提出为了更好地发展

管理学科，应当把经济管理系从经济学院分出

来，单独成立工商管理学院。遭到几乎所有与

会者的反对，说我搞分裂。”此事搁置下来。

1993 年 3 月，在香港，一个深夜，曹凤岐

面对北京大学的一群核心领导，侃侃而谈。“北

大不能没有管理学科！北大必须成立管理学

院！没错，我们缺少人才，但是只有先搭起庙，

才能引来远方的僧人！想要发展，没有退路，

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整整两个小时的

激烈讨论，曹凤岐没有想到，校领导真的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