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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 

禹钟华 祁洞之 

内容摘要：本文从系统逻辑的哲学角度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展开了分析，进而对于 

全球金融的监管问题进行 了深入且 多角度的探讨 指 出目前的国际金融领域仍处于十分原 

始的 “丛林”阶段．因为并不存在代表整体理性、整体利益的全球监管。认定了这种全球 

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全球金融系统被操控的现状之间的因果关联．认为目前国际金融体 系中 

表现出来的 “特里芬两难”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体系内所蕴含的 “哥德尔逻辑悖论”的外在 

表象．在逻辑层面及现实层面上论证 了只有打破类似于 “裁判参赛”现象的逻辑纠缠．才 

能建立、健全真正意义上的、面向 “地球村”的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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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 13日美联储正式推出 QE3。 

成为后危机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美联储量化 

宽松政策的最新版本．极大地增加了整个国际 

金融系统中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 

论 “全球金融监管”议题 ．首先需要厘清基本 

概念——“全球金融监管”的内涵．从历史与现 

实的角度以及系统逻辑层面上认清其内在本质。 

其次．对其演化历史进行简单回顾 ．对其现状 

进行简要分析 ．透过表象探究现行全球金融体 

系结构的结症所在 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 

才能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

、 全球金融监管的整体性与局部 

性——对自由的两行分析 

监管一词在本质上体现着整体理性对个体 

自由的约束与规范 ，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前提， 

需要我们对自由与约束、整体与个体等概念略 

加讨论。在理论上我们以 “两行论”①作为分析 

工具 ．展开对 自由乃至于监管问题的深入探究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始终存在着诸如现 

象与规律、组织与制度、局部与整体、生命与 

基因、数据与程序等等的体现为形而上与形而 

下的、针对同一事物的两行分割 ，两行论的基 

本观点就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要采取上、下 

两行的视角进行立体分析，而避免平面地、一 

行地看待问题。监管与 自由也明显地体现着整 

体与个体的两行关系，需要基于个体、针对整 

体地两行分析 

自由实现的前提是 自由度的范围设定．对 

于个体自由的合理设定与约束原则来 自于整体 

理性统摄。从人类组织的整体角度而言 ．自由 

是整体基于整体目标、整体理性如何划定个体 

自由度的问题；就个体或微观角度而言．对自 

由的追求就是个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最大 

限度地实现其合理愿望 如此．自由的讨论就 

变成了人类组织内部和谐机制如何形成的探索． 

即约束条件下的、为了整体目标而进行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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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体之间、个体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协调，唯 林体系，其中对于世界货币以及相应的国际金 

如此才能实现系统和谐 ．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 融机构都有所规定，以国际法的形式规定了以 

意义上的不同主体的自由．才能保证整体的可 由黄金保证价值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并成立 

持续演化发展。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以及世界银行 

同理，金融监管一词的言下之意也应是相 (WB)等相应的国际金融机构。但是．考察其 

应的主体代表着系统整体理性来规范个体行为 对于全球金融具体监管内容．则乏善可陈 然 

及自由，以求良好金融秩序的建立，进而保持、 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设计中存在对美 

维护金融功能系统的可持续运转。因此，其中 元发行与运转的根本约束，就是兑换黄金的义 

必然含有整体理性和个 体理性 、整体 目标和个 务 ，这在总体上硬性地划定了美元的发行边界 ； 

体 自由之间的诸多两行关系 金融体系的上行 另外 ．在当时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仍延续着 

系统由整体程序、工作原理 、制度、规则等要 1929年大萧条以后所制定的从紧的监管政策 ， 

素组成，对整个体系加以规制 ，具有超然于功 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受到严格管制 ，这也 

利的形而上特征：下行系统由程序、制度 、规 就是意味着，无论对于美元的发行及国际资本 

则之下的金融主体 、机构、机制、工具等运营 的流动皆有所控制和约束。 

要素组成．完成具体的金融功能．实现经济利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最本质的结果是使 

益 美元的世界发行脱去了羁绊．作为无体系之体 

在现实中，就主权国家或者相关地区而言， 系的牙买加体系，更无全球金融监管的规则 ， 

金融监管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加以实施。然而， 原有的起码的体制约束也已经解脱，使整个国 

在囝际金融领域中，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时代， 际金融领域成为制度真空地带，成为依据实力 

从未存在过整体理性的代表主体 ．因此也就从 对比所形成的霍布斯丛林①，美元成为脱缰的野 

来没有存在过依据整体理性而实施的监管行为 马肆意驰骋，整个国际金融领域则完全沦落为 

当下有关全球金融监管的著作或文章多在 金融霸主们的狩猎围场。一次次金融危机则可 

以个体性 、行业性或区域性的角度上探讨、分 解读为定期收割。 

析对国际金融活动的监管问题．通过经验分析 从表面上来考察全球金融监管．似乎从机 

或比较分析对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监管给出政策 构到规则已搭建起比较完备的体系框架，在机 

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 “全球金 构上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 

融监管”与此不同，是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 (W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CBS)、国际 

球视角、视全球金融为统一整体来看金融监管 证监会组织 (IOSCO)，等等。然而，愈演愈烈 

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探索如何建立 、健全 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些机构国际监管作用十分 

“地球村”的金融监管机制 这样一种视角和分 有限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它们并不代表整体 

析方法一直是缺位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 理性而具有超然的独立性以及超然的权力，甚 

后，随着金融危机愈加频繁、愈演愈烈、愈加 至成为欧美国家控制国际金融领域的工具。其 

带有广泛性和国际性．这种分析视角尤显必要， 次，这些机构的监管多是针对行业的、局部的、 

当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爆 个体的．而没有全局的监管观。与此形成鲜明 

发以后 ．建立全球性的全局性的监管更成为摆 对照，反倒是欧美 、尤其是美国的国内金融政 

在世人面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策却具有更大、更切实的全球意义，影响巨大。 

这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本质上是战 

二、全球金融监管的历史与现状 国模型下的霸主体系。 
及至次贷危机的爆发，为了扑灭伤及自身 

最为制度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应为布雷顿森 的野火，欧美发达国家才把全球金融监管提上 

①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提出 “丛林世界”概念，意指服从弱肉强食原则的无政府的、自然原始的丛林 

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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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日程 ．监管法案相继出台。2009年 4月 2 

日在伦敦举行的 2O国集团 (G20)金融峰会决 

定．将金融稳定论坛 (FSF)成员扩展至包括中 

国在内的所有 G20成员国．并将其更名为 “金 

融稳定理事会” (FSB)，以期制定和实施促进 

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解决金融脆 

弱性 问题 美 国国会 也于 2010年 7月通过 了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博源基金会 (2010)认 

为． “该法案号称 白 ‘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 

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 

了美国朝野从政府到国会 、从法律界到学术界 

对 2007—2009年金融危机 的全 面反思 它有望 

在美国历史上成为与 《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 

比肩的又一座金融监管里程碑 ．而且可能为全 

球金融改革树立新标尺。”然而残酷的现实是． 

在如此浓重的加强金融监管的气氛下．并没有 

阻止美国进一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无限量、 

无限期的 QE3轰然出台。作为准世界中央银行 

的美联储．如此毫无理性地向世界倾泻海量的 

美元．向世人昭示了全球金融监管仍然处于真 

空状态．而监守自盗却日益猖獗 

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现存的全球监管机制 

的存在意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 

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全球金融监管的上行系 

统缺失这一事实．而且现存金融监管的实践和 

理论上都存在着两个显著的盲点：其一 ．完全 

没有对世界货币发行的限制与监管：其二，完 

全没有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和监管。世人皆知 ． 

此二者正是全球金融动荡的根源 “托宾税”① 

的构想早在 1972年便已提出．而至今没有广泛 

施行 。其根源不言自明。美国所建立的是霸主 

体系，维护的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霸主秩序． 

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仅只停留在 

理想设计的层面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上行结构的缺失．西 

方经济学界是有所认识的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草创时期．无论是美国的 “怀特计划”抑 

或是英国的 “凯恩斯计划”．都包含有超主权货 

币及机构的设想 ：坚决反对以主权货币充当世 

界货币的特里芬教授在提出了著名的 “特里芬 

两难”之后．其给出的解决之道也是建立超主 

权的货币及机构 (特里芬，1997)；②库珀 (R· 

Cooper)教授建议 ．建立国际权力机构并发行一 

种用于国际贸易的特殊货币．作为实现 目标的 

方法是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 

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先实行汇率 目标区制，其 

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 

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 (Richard． 

1984—1985)：蒙代尔 (2003)发展了库珀教授 

的思想．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美、 

日、欧稳定三角理论 ．作为走向货币统一的过 

渡环节：斯蒂格利兹 (2008)则把扩大 SDR的 

使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198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 

案⑤最为激进，从制度、机构、货币形成等方面 

给出了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行结构的全面建议 

可见．他们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与建议都 

只是技术性的或者是机制设计方面的．完全没 

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些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确认国际货币 

体系上行结构 (超主权机构以及超主权货币) 

的现实缺失所带来的弊端以及在理论上阐述了 

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所提出的具体建议则都 

是治标不治本的纸上谈兵 例如．库珀和蒙代 

①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由美国经济学家托宾于 1972年提出．其 目的在于减少纯 

粹的投机性交易．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 

②特里芬在 《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写到： “用债券或纸币在各个国家的疆界内来代替商品货币的事．是世界 

事务中缓慢、渐进而且是直到近代才出现的现象 ，这种事情延伸到国际领域．则甚至是更为现代的事．而且一直在环 

境的压力下杂乱任意地发展，而不是任何国家的或国际的权威方面理性的创造活动的结果 这说明了现在的情况．即 

完全不合情理地把国家的通货用作国际性的储备。然而 自战争结束以后．地区性、国际性乃至超国家性机构的不断涌 

现，已经慢慢地打下了基础．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内进一步实现已经迟误很久的制度改革．特别是可以实现国家的货 

币储备的信托部分——外汇——的国际化。” (《黄金与美元危机》，商务印书馆，1997年 12月版，第 91页) 

③阿莱的方案包括7个要点：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代之以可调整的；实行可确保的汇率制 ：禁止货币竞相贬值 

的做法；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将 WTO和 IMF合并为一个组织．成立 

地区性组织 ；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外汇、股票和衍生产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通过适当的在国际上逐步实 

行共同的记账单位 (http：／／wiki．mbalib．com／wiki／Maurice
_ Al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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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由最优货币区扩展延 

伸到全球统一货币的理论．既逻辑不通．又已 

被金融危机的残酷现实所证伪：又如。莫里斯． 

阿莱的改革方案全面彻底．但是该如何形成执 

行该方案的权力与机制呢?次贷危机爆发以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感叹于国 

际货币体系演化的现实离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 

是相反 ．感叹于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做出了任 

重道远的结论之后 ．并没能指出结症所在和未 

来的方向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资本主义体制内 

是不能给出有效的变革方案的 

三、对全球金融体系监管之结 

症——“特里芬两难”的逻辑分析 

(一)体现于 “特里芬两难”的 “哥德尔 

逻辑纠缠”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先天 

的缺陷．世人多接受 “特里芬两难”对其的解 

释．在这种霸主模式的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 

中． “特里芬两难”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即便 

是在牙买加体系中．美元发行与其兑换黄金的 

能力之间的矛盾也已转化为美元发行与其购买 

力之间的矛盾 究其本质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中充斥着的 “哥德尔逻辑纠缠” 

初看起来 ．金融体系由诸要素的集合而构 

成．这似乎呈现了一个集合与集合构成之间简 

单的逻辑隶属关系．那么所谓的系统监管的问 

题就集中在保证诸多集合构成要素 (这里指法 

人意义的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的行动自由与地 

位平等。事实上．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倡导 

的要意也就是集中于这一点上 但国际金融系 

统在本质上明显区别于这种简单封闭的系统 ． 

其系统及系统演化具有着无穷多的路径选择可 

能性．而这种系统演化的开放性、无限性正是 

哥德尔逻辑纠缠——即哥德尔悖论所发生前提 

条件。它的要点在于：一旦把整个体系当成边 

界清晰的封闭程序集合，或把体系内涉及整体的 

逻辑程序活动者与普通程序活动者等同看待．则 

哥德尔悖论就不免发生．诸程序系统的运行必然 

发生导致整个系统崩坏的逻辑冲突 ① 

如果我们将国际金融体系理解为国际货币 

的运行程序．那么它就是一个广义的程序操作 

系统 ．它所面对的被操作对象——数据——就 

是全球范围内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法人 (包括 国 

家或跨国组织) 很显然．当与该操作系统的根 

程序与经济法人的自身生存博弈程序等同对待 

时，简而言之，就是裁判参赛困局的出现，则 

哥德尔两行逻辑纠缠即会发生 

美元既然扮演着世界货币的角色．那么美 

联储也就 自然承担着世界的中央银行的职能． 

天然具有维护金融秩序的义务。然而 ．美国却 

在经济 自由主义的旗帜下 ．把自己打扮成为一 

个 “理性经济人”．刻意混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 

“中央银行”与 “商业银行”职能角色．不仅不 

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的相应职责， 

而且刻意规避、压制对其经济自由的限制和监 

管 ．进而人为地造成 了全球金融监管的缺位状 

态．从而利用其超然地位来实现 自身利益 因 

此 ．客观上的国际公共秩序也只能是依据实力 

博弈而形成的自然秩序．即霸主秩序．从而不 

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监管 ．甚至我们连 

起码的全球监管原则都没有建立起来 作为现 

实中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哥德尔逻辑悖论而呈现 

出来的系统震荡．正是那一波又一波、愈演愈 

烈的金融危机 

回顾历次金融危机的历史．究其原因．最 

终都能追溯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祟。次贷危机 

以及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终于使危机 

于危机策源地爆发 这正是西方资本肆意妄为 

①哥德尔悖论的产生源于这样一个类似于视觉幻境的逻辑错觉，即系统中的个体与整个体系本身似乎处于同一个 

逻辑层面 譬如．一个集合 S中的某个组成要素x的逻辑地位是一个普通的 “数”，那么这种逻辑错觉就以为关于整 

个集合S的某一个集函数【I)fS1也应该是与 x地位等同的某个数。一旦给予这样的假定，系统就会面临不可避免的逻 

辑悖论 计算机的运行系统是个生动的例子，在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逻辑背景下，任何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都会生成 

自身的逻辑悖论 ．表现形态就是系统陷入死机，其原因在于操作系统 (上行系统)与数据 (下行系统)之间的混同， 

是该操作系统 自身无可调和的本质悖论 但在生成新的上行系统后 ，例如用更高级版本的操作系统处理同一问题 ， 

则悖论就会获得消解 但问题是 ，高级版本又会生成自身不能解决的悖论 ，如此往复不绝。 “哥德尔定理”指出了 

不可能在一行前提下获得逻辑调和的两行对待原则，两行逻辑得以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最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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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充分说明了全球金融领域中的无序。 

全球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约束美元的 

泛发和资本的冲击．而美元的恶意泛发和热钱 

不受限制的、有 目的的恶意冲击正是美国利用 

霸主地位争取来的 “自由”。 

因此 ．在国际金融领域中，作为 “哥德尔 

逻辑纠缠”表象——裁判参赛的困局．由于美 

国的所作所为而表现的十分明显 在这种情况 

下．与资本控制世界的金融霸权的系统化实施 

配套．同样是由金融霸权 自己建立起来的所谓 

的金融监管机构．其监管的机制和程序刻意地 

遗漏对监守自盗的关注．而为霸权资本的特权 

在所谓 “平等”、 “自由”等幌子下鸣锣开道。 

因此，时下真正能体现公平、安全 、效率的国 

际金融秩序被刻意扭曲．体现全人类意志的、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监管也万难藉由这些金 

融霸权之手获得实现 

(二 ) “特里芬两难”产生的体制必然 

性——作为 “狩猎模式”的资本主义 

我们把具有与生俱来的商业文明基因并最 

终演化成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经济模式权且名之 

为 “狩猎模式” 这是一种视一切为资源的攫取 

模式 历史证明．在资本看来一切皆为实现其 

盈利、增值目标的资源，这是资本看待世界的 

基本态度。其对内、对外的经济体制皆为精心 

构造的资源或财富攫取机制．进而形成了一个 

控制系统以谋求对世界的控制 这一说法是具 

有充分的史实支持的．只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古罗马帝国对诸行省的残酷盘剥 、中世纪欧洲 

各国及城邦为了市场控制权展开的殊死搏斗、 

十字军赤裸裸的劫掠 、惨绝人寰的贩奴运动 、 

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对全球的殖民掠夺 、 

美国霸权对于全球的控制等等历史过程 

“狩猎模式”下的首要问题是狩猎工具的 

选择．通过上述的简单回顾．西方世界的狩猎 

工具最初就是武器．狩猎行为就是通过武力的 

直接掠夺 其后狩猎工具转化为其所控制的全 

球体制和机制．通过构建以资本为核心的食物 

链结构 ．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体系 不言而 

喻．以霸权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成为 

最有效率的、成本最低的狩猎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下 ． “特里芬两难”必然发 

生 因为 ． “特里芬两难”的逻辑本质和狩猎 

模式具有十分直接的相嵌性、相容性。它是强 

盗逻辑和狩猎模式的自然延伸。或者我们可以 

这样表述：如果把狩猎模式当做社会文化模式， 

那么这种文化模式导致的金融模式必然是逻辑 

纠缠的 一方面 ，狩猎金融模式 的实质 目的就 

是兑现狩猎效率 ．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是以 

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狩猎模式的设计． 

来实现一种单向的、单线条的对世界资源的攫 

取：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个狩猎金融模式，却 

要用一种微观分析 的方式 ．刻意地装扮成全球 

公共产品．进而它把这种攫取模式扮演成为国 

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这样。该狩猎金 

融模式的牟利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刻意混同．就 

在表象上被揭示为 “特里芬两难”。因此．所谓 

的 “特里芬两难”于现象层面的出现绝不是由 

于设计的疏漏和失败．而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狩 

猎模式下的自然推演结果 

如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两面性．分别遵从 

两个不同的逻辑．对于 “特里芬两难”的解释 

系统也显然不同 当我们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 

理想设计角度来考察．发现了其中两难兼顾的 

悖论：而从资本的角度看． “特里芬两难”的 

发生．仅只是实现目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系统 

震荡而已 当我们以整体理性来考察现有的国 

际货币体系．我们发现了裁判参赛困局 ．而裁 

判参赛正是 “狩猎模式”下霸主们攫取财富的 

最优手段。在资本的逻辑里面． “特里芬两难” 

当然不需要解释。可是，面对世人还需要在另 

一 个层面给出一个正义性的说明．完全从公共 

产品的角度把逻辑漏洞给抹平．这个时候难题 

就出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特里芬两难”并没 

有难住美国．却给了美元撕下面具的借口和理 

由。甩掉了兑付黄金的约束 ．温文尔雅地把狩 

猎模式的真面目坦然陈列于世人面前．通过美 

国的纸币来攫取世界财富．在充分考虑了目前 

的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生态情况下经济自我恢 

复的极限之后，来设定其攫取财富的最大边界， 

构造世界格局。维持世界霸权。通过对国际货 

币、关键资源的控制和军事力量来固化这种狩 

猎模式．升级换代之后的美元体系对于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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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和控制进一步加深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一 些国内学者仍在绞尽脑汁地想帮助美国解决 

“特里芬两难” 

(三 )狩猎模式 的理论基础—— 自由主义 

与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面性 

用微观的分析视角去替代宏观结构下 的范 

畴分析．其结果必然是置理论体系自身于哥德 

尔逻辑纠缠之中 一方面．宏观与微观的经济 

运转遵循不同的逻辑和原则．宏观操作的逻辑 

展开是完全不会遵守微观原理分析所能够揭示 

的运行规律：反之．基于微观视角给出的任何 

所谓的 “普世原则”．都不可能对与上行系统操 

作规程的展开轨迹施加本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 

这种本质性宏、微观的两行分离就意味着居于 

上行的宏观操作系统如果有意利用 自身设计的 

所谓普世原则中的逻辑漏洞而实施监守 自盗 ． 

则下行的微观分析与考察在逻辑上是很难获得 

真相与证据的．这恰恰是哥德尔逻辑纠缠的本 

质规定性之所在 

西方资本主义的狩猎模式作为一个对世界 

的控制程序．需要理论体系的支持 ．要有一个 

从逻辑上到道义上的 “合理性证明” 尤其是为 

了掩盖宏观 、微观系统之间本质的哥德尔纠缠 ． 

就需要在宏观、微观理论前提之间的相互概念 

偷换。真实的 “合理性证明过程”正是这样的： 

以因果推理的方式实现理论从微观到宏观 的过 

渡．以微观原理设计假设为宏观结构设计的理 

论基础．强调微观的加和或放大 自然形成宏观 

的范畴 刻意混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 

本质区别，努力使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原则在 

其昭示世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生逻辑共融 

与混同 进而也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两面性 ， 

一 方面是资本所遵循的秘不示人的经济操控、 

宰制理论．并使之实践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构造 

原则：另一方面是专门培养第三世界经济学家 

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使之在宏、微观经济学 

原则之混淆之中论证出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普 

世性与合理性 

整体理性总是意味着对个体 自由不同程度 

的限制．个体的自由行动也绝对不能自动实现 

整体理性。这一点已被生物学 、物理学等自然 

科学的相关理论成果所证实。因此 ，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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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之理论学说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并不存 

在史实证据的支持．即便这一自动调节机制能 

够在逻辑层面上加以证实 ．其前提条件也一定 

是极其细密、严格的，并且仅只局限在理想的 

微观分析层面 而且 ．其严格的前提条件 中必 

然包含着对上行系统的客观要求 可以想象． 

毫无制度约束的组织自由演化只能形成霍布斯 

丛林 认为下行系统会自动生成秩序．显然无 

视了上行系统的存在．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自由 

主义经济学在逻辑上存在着硬伤．而从康德到 

哥德尔的西方哲学大家都已从逻辑哲学的角度 

指 出并证 明了这一 问题 ．即上 、下行逻辑混淆 

着的、貌似澄明的一行逻辑系统一定是充满 

“二律背反”或 “哥德尔逻辑纠缠”的 而呈现 

给世人的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沉溺于平面的一行 

思维．却置两行逻辑纠缠于不顾．刻意回避或 

掩盖对上行系统讨论的缺失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貌似一场 “公共知 

识分子”们的无立场的、普世的逻辑讨论．其 

中可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就是缺乏对上行 

的把握而把微观的原则当成普世原则。但是． 

这种混淆所带来的后果有力地成就了西方资本 

的强盗逻辑 ．诱使南方世界成为任其宰割的牛 

羊 其主张的自由仅只是资本所独享的自由， 

是资本开拓市场获取资源的自由 与此对照的 

是．反向的自由是不允许的．最明显的例子就 

在眼前．中国别无选择地积累了巨量外汇储备． 

却无购买和使用的自由 这一点恰恰说明了目 

前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残酷性所在 

四、原则与设想 

通过上述逻辑分析与历史及现实分析．我们 

需要确认如下几个基本内容 

第一，作为第i世界国家代表的中国．不能 

忘记百多年来始终被资本置于下行的、 “狩猎对 

象”的角色．因此应建立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 

经济思想独立意识 

第二．我们既不能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完 

全隔绝．回归冷战体系；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现 

有体系．甘居西方资本构建的 “食物链”的下 

游 ．应有理有利有节地设计出一套防守反击体 



系．既有效防止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也要 

对其加以利用 

第三．国际金融体系的衍化逻辑是一个哥德 

尔逻辑纠缠所适合说明和解释的逻辑体系．在哲 

学层面上我们应该以此为工具展开逻辑分析。 

第四．无视这种逻辑纠缠的国际金融系统设 

计．无论是由于无知还是出于有意掩入耳目的目 

的，都必然导致体系崩坏。这种逻辑纠缠的外扬 

逻辑形态才是所谓 “特里芬两难” 

第五．在逻辑层面上．金融监管的核心要义 

就在于避免哥德尔逻辑纠缠的发生．避免裁判参 

赛．即避免体系化的金融逻辑程序主体参与个体 

间的金融活动．原则上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安排 

就是将上下两行系统分而治之。 

以公平 、安全、效率为全球金融监管的基 

本原则是世人的共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强调 

的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即视人类社会为共同命 

运体．而避免形成一个地域对另一个地域、一 

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宰制 进而从整体理性 

角度来恢复对这些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的认 

可．强调全球金融监管的上行系统构建的重要 

性．从整体角度加强对全球金融的监管．而反 

对一行的、平面的西方 自由主义经济学放任 自 

由的观点。 

如果要在国际金融领域落实这样的原则 ． 

其前提条件是超主权权力机构的建立．从 目前 

的战国局面到实现真正天下体系．必然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 然而．我们不得不应对眼前的现 

实 ．因此 ，中国要有 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理念 、 

自己的声音以及 自己的行动 中国要坚决反对 

货币霸权而不苟且安生于其中．全力争取构建 

公正、高效的国际金融秩序。对此．我们有如 

下建议。 

1．积极推进建立超主权权力机构．建立体 

现人类整体意志、整体理性的全球监管体制。 

并建立相应机构和制度 即便 目前这是一个短 

期内很难实现的目标．但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 

追求．至少在原则上达成人类共识。 

2．倡导恢复、建立、健全联合国的国际金 

融管理职能 ．把目前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军事 

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扩张到国际金融领域 ．打破 

欧美对于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垄断。 

3．呼吁在现有的全球金融监管体制中．限 

制、约束、监控世界货币的发行 ，也就是限制、 

约束、监控美元和欧元的发行．坚决反对其泛 

发行为。 

4．监控资本流动 ，鼓励投资、限制投机 ． 

努力促成国际社会对肆意驰骋的热钱加以规制． 

防范和阻断恶意金融冲击的发生 

西方资本不会 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真正意 

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只能建立在实力博弈 

的基础之上 ．只有在 “势均力敌 ”的情况下 才 

有可能进行相对公正的谈判．我们把国际货币 

秩序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多极化局面的形成 

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欧美的衰落，多极化趋势 

正成为一种世界格局的发展必然 作为渐成一 

极的中国．我们需澄清认识．切实行动以迎接 

这一历史趋势．努力促进良性国际货币秩序的 

尽早实现 

(责任编辑 李 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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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d evolvemen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philosophy， 

and then further discussed the issues on global financial regulatory，it also pointed out that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e sys— 

tem is still in the ‘‘Jungle”stage because of lack of supervision．and affirmed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ck of SU— 

Dervision and the control Oil global financial system，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 “Triffin dilemma” is Godel paradox in 

essence．Finally，it concluded that the only way is to break the “referee team” entanglement in order to set up perfect global 

financi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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