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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 政 部 的 战 争 》（Trasury's 
War）一书介绍了美国政府如何在

十年内利用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实

力获取战略利益并改变冲突平衡

的故事。作者胡安 • 萨拉特（Juan 
Zarate）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二人

选：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遇

恐怖袭击的几个月前，年轻并善于

交流的萨拉特加入了布什政府的财

政部，此前，他曾担任过检察官一

职，具有反恐资质。之后，萨拉特

晋升为了副国家安全顾问。

萨拉特亲自参与了书中提及的

众多事件，其中包括反恐战争、美

国入侵伊拉克、遏制朝鲜和伊朗拥

有核武器，以及摧毁利比亚的卡扎

菲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自 9•11 事件之后，金融与经

济制裁和金融情报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并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军械库

的有效工具。萨拉特将此归因于几

大因素，其中包括金融市场的全球

化以及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核

心作用。

萨拉特在书中暗示，财政部的

很多法定权力在管理前期就已制

定，但他明确表示，9•11 事件之后，

美国政府愿意冒险并采取之前一

直被认为争议太大的举措。早些时

候，财政部部长保罗 •奥尼尔（Paul 
O’Neill）曾教导手下，即使对那

些事实依据不足的事件，也要实施

制裁：其中一个案子涉及从事汇款

业务的瑞典籍索马里人士，这次制

裁导致瑞典政府向美国提出人权抗

议，另一次制裁则导致欧洲法院做

出无效裁决。

但是，近期激进举动的最佳例

证当属向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

会（SWIFT）秘密发送目标传票索

要信息。这是一家全球安全金融信

息服务提供商。这一传票计划完全

合法并受到严格管理，但在 2006
年被曝光之后，就难以为继了。

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如果不

采取军事行动，制裁方案是为数不

多的遏制朝鲜与伊朗实施核计划的

选择之一。尽管萨拉特以一个极具

说服力的案例论证这些举措对目标

政权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制裁方案

能否有效改变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这些政权的计划则是一个次要且有

待讨论的问题，而萨拉特也未在书

中给出明确答案。

相反，萨拉特以第一人称且富

有人性化的叙述向读者介绍了政策

制定的方法，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以

及他们的感受。他描述道，美国发

动阿富汗战争后不久，为了帮助美

国军事与情报机构利用古老的哈瓦

拉体系处理货币交换问题，他和财

政部的一些政策制定官员乘坐军用

喷气式飞机飞赴喀布尔。他们西装

革履、手提公文包，但却感到与当

时场合格格不入，这令他们浑身不

自在。

国土安全部的成立使财政部的

海关服务局与特勤局的权力遭到剥

夺。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之后，萨拉

特及其在财政部的执法同僚迫于压

力不得不证明这两个机构对国家安

全的重要性。他们挑选了一些“流

氓”银行，对其实施制裁，以此

做出证明。这些银行均参与了制裁

逃避者、毒品走私犯及恐怖组织的

洗钱活动。之后，尚未正式就职的

奥巴马总统公布了让利维（Stuart 
Levey）执掌财政部的决定，财政

部也随后出台了自己的策略，这个

策略得到了落实并获得了成功。布

什执政期间，利维是财政部伊朗制

裁计划的代言人。

萨拉特在这本书中假定多数人

并不知道财政部的作用和权力，这

些权力包括实施制裁；提取和分析

银行金融情报；就金融监管、信息

共享的全球规范或这些行动如何帮

助美国实现目标进行谈判。萨拉特

在书中恰到好处地简要介绍了经济

制裁简史，他从公元前 432 年的伯

罗奔尼撒战争讲起，一直延续至克

林顿政府对米洛舍维奇政权、哥伦

比亚毒品走私贩、黎巴嫩真主党以

及 20 世纪 90 年代对基地组织实施

的定向制裁。

在书的结尾，萨拉特从更广的

角度对自己和同事在 9•11 事件之后

的十年间所制定的政策的意义进行

了反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暗

示道，《财政部的战争》开启了潘

多拉之盒，同时，美国的经济与金

融业可能会遭受他国经济与金融业

类似举措的冲击。如果《财政部的

战争》真能如萨拉特所言一般有效，

那么萨拉特的警告也会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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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延续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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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华人民共

和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是全球

最大的央行。据英国渣打银行评估，

2012 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

债表总额达到 4.5 万亿美元，高于

欧洲央行（3.5万亿美元）和美联储（3
万亿美元）。与上述两家央行及其

他主要央行（如英国银行和日本银

行）相比，中国人民银行在众多方

面都非常出色。该行成立于1948年，

历史相对较短，但却创下了在最短

时间内实现大型经济体结构转型的

世界历史纪录。最重要的是，按照

本书作者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的

发展依托于中国这样一个已实施市

场经济改革但又保留权威政治体制

的经济体。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一书中，作者史蒂芬 •贝尔（Stephen 
Bell）和冯辉（Hui Feng，音译）讲

述了两个重要故事：首先是中国人

民银行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演变，

其次是其与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

的关系演变。中国金融体制与经济

已发生重大变化，当今情况也与亚

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以

及中国改革开放时的情况不可同日

而语，而这些都很容易被人遗忘。

本书的第二部分以该行当前面临的

两大重要议题为例，按照时间顺序

清晰地探讨了中国的资产价格和外

汇政策。但是这一部分的目标是介

绍该行如何应对接踵而至的挑战，

而非评估其过去的业绩或可能实现

的业绩。

本书的前半部分以体制描述为

重点，这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能会有

点难度。但这部分却提供了有用的

视角，即中国的经济开放不仅要求

中央减少集中规划，还要求中央采

取前瞻性的监管举措。中国需要汇

聚力量支持改革，这是中央将经济

决策权下放给各省的原因之一，这

一权力下放现已成为中国经济战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战

略的缘起也已广为人知。此外，本

书还用一个引人入胜的框架探讨了

央行是否以及为何需要独立运作的

问题（经济学家已对此做出全面解

释）。

然而，由于以体制而非宏观经

济为重点，作者有时会夸大中国央

行的演变历程，并将更有可能成为

应急措施的银行政策作为银行灵活

性的证明，或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

产物。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

运营中设定了信贷与货币总量及利

率的量化目标，而发达经济体的央

行则一般会将重点放在一个单一的

政策利率，而这个利率会影响短期

的货币市场。

但是，中国央行的做法在一些

国家中却非常普遍，这些国家的共

同特点是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非常

强，而这与他们的政治倾向无关。

在中国这样一个银行利率受到监管

的经济体中，仅采用央行的借款利

率几乎不可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目

标。因此，其他新兴市场的经验或

许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比作用，

而且，由于中国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力度比任何其他大型新兴市场都更

为严格，这些经验有助于中国知悉

自己的差距。此外，两位作者将中

国界定为一个过渡经济体而非新兴

经济体的做法也比较过时，或者更

确切地说，这种界定反映了作者的

学究态度，更看重政治形势而不是

经济形势。20 年前，中国或许与

欧洲和中亚那些主张改革的国家相

似，但现如今，在这些国家中，有

11 个已经加入了欧盟，而中国则成

为了全球工业生产与贸易的中心，

所以这种界定似乎不太确切。

中国人民银行在全球的形象日

益高大，这自然反映出世界对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的兴趣日渐浓厚。这

本书或许会令一些人士感到失望，

这些人士希望以前瞻性的手法评估

中国经济的走向，并评估中国人民

银行将如何继续界定自身在影响力

日益突出的中国所发挥的角色。然

而，鉴于中国历史与众不同且面临

各种挑战，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

央行如何在中国独特的体制结构中

进行演变的人士而言，这本书会是

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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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在众多方

面都非常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