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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世界，遇到的问题也是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我们遇

到的新问题之一，我们要冷静思考这次危机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一 全球化需要货币实现“多样性中的统一” 

 

在过去的经济模式中，货币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但今天，交通和科学技术已经将全球

连接成了一个市场，货币的管理体制落后于越来越扁平的世界，成为危机和混乱的根源。 

金融危机是货币出了问题。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它只是衡量财富的工具和标准，就如

同度量长度时要用尺子，度量重量时用秤一样。在过去的经济模式中，货币成为国家主权的

象征。除了像摩洛哥少数几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外，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在

旧经济体系中，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旅游的联系并不多。

但今天，交通和科学技术已经将全球连接成了一个整体的、关联密切的大市场，而这个大市

场的度量工具——货币却不统一，是千差万别的，这就一定会出问题。人类在经济领域已经

向最美好社会——“人类一家”的理想状态迈进了一步，但衡量财富的尺子——货币却还是

千差万别，各国也因此为本币与外币汇率问题伤透了脑筋。 

前几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每次来中国，总说美中两国之间有许多问题需要磋商解决，

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对英镑最低时是15.6∶1 ，最高时是9.4∶1，

衡量财富的工具发生超过50%的变化，现实经济生活就一定会处在混乱之中，这种情况必然

导致大量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在玩着没有任何附加值的数字游戏。目前，大量的

人才、资金都集中在这种没有任何价值的游戏之中，在不断制造泡沫。而真正为社会创造财

富的行业却沦落为低附加值的行业。有位朋友告诉我，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交易额是实体经

济交易额的上万倍。我曾拜访过几个城市的地方政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区域只让

基金进来，其他行业我们是不欢迎的。后来勉强同意进入的是为基金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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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真实情况是，还在几个月前，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都快倒闭

了，需要社会和政府的救助；然而没过几个月，这些投资银行和基金又在赚大钱了，又在发

放高额奖金。美国政府为此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高盛银行进行调查，发现一位交易员在他

工作的42天时间内，平均每天所赚的钱超过一亿美元。巨额亏损是经济病态的反映，是我们

所处的经济肌体出了问题；同样，一个行业、一个人赚到这么多的钱，更是病态，是我们的

经济处在紊乱中的表现。惟一的出路是让我们的货币体制和管理经济的方式能适应今天全球

化的形势，这样才可能结束这种混乱，否则，还会有更大的混乱在等着我们。 

全球化就是“人类一家”的理想世界的雏形和第一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全

球扩展，让我们迈开了这一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但货币的管理 

体制落后于越来越扁平的世界，成为危机和混乱的根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3月份就提出了“超主权货币”的设想。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这一进

步的设想马上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反对。这位年轻的、有着人类各民族团结象征意义的美

国总统应该沉思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和它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仅仅从局部的国家利益去考虑。 

今年在意大利G8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拿出一枚为全球设计的货币，货币上用英文写着

“Unity in Diversity”（多样性中的统一）。虽然发明这种货币的设想被多数人理解为对抗

美元，但货币上的这句话，却道出了未来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多样性中的统一”。这也

是1931年1月28日守基·阿芬第在《新世界体制之目的》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讲话

中这样解释未来全新的人类一体的全球性体制：“它绝不是旨在颠覆现有的社会根基，而是

寻求扩大其基础，重铸其机构，以符合这个不断变化之世界的需求。它既不会与合理的效忠

精神相抵触，也不会削弱必要的忠诚。它的目的既不是窒息人们心中理智的爱国主义火焰，

也不是要废除国家自主的制度（如果要避免过度集权之灾难，这是非常必要的）。它既没有

忽视，也没有试图压迫世界上各种族的不同根源，或忽略气候、历史、语言、传统、思想与

习惯等方面的多样性。它召唤更宽厚的忠诚、更博大的抱负，超越于任何曾经激励过人类的

忠诚与抱负。它坚持认为国家主义冲动和利益必须服从统一的世界之迫切要求。一方面，它

否认过度的集权，而另一方面它又否认有一律化的企图。它的口号是：多样性中的统一。” 

 

 

 

      

 

 

 

 

 

 

 

 

俄罗斯总统手持一枚为全球设计的货币（左图）；货币上用英文写着“Unity in Diversity”

（右图） 

货币的统一只是这种伟大构想——多样性中的统一——的第一步。 

二 管理体制与管理制度的改革还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我们的警示是这个世界管理体制出现了问题，需要反省与调整，

旧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时代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为了挽救旧的体制，不让它坍塌，从美国政府开始，各国政府都在

大量地发行货币。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有一次从中国西部考察后马上飞到美国，亲历了这

个世界上巨大的反差和不公。华尔街一名基金经理一年的工资和奖金相当于中国西部一个县

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个西部县是一个拥有着40万人口的县，难道这40万人口一年创造的财富

就抵不上一个在电脑前面做虚拟交易、做数字游戏的基金经理一年创造的社会财富吗？这是

何等的不公！这种不公平一定不能持久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了，政府还在给这些投资银行

注入大量资金，让他们苟延残喘。很快，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今天他们赚的钱更多。如果按

今年这些基金经理赚钱的速度来看，中国一个小城市的财政收入还是抵不上一个基金经理的

年收入。 

这让我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全权大使们在法国凡尔赛宫为“凡尔赛和约”的签

署举杯祝贺，他们把这份文件称为世界持续和平的保证，誉之为“自由人类的宪章”。其实，

在这份看似可以保证持久和平的和约中，对战败国政府和人民的不公平条款，把他们一起逼

到绝境，就在这所谓的“和平和约”里预先埋下战争的恶果。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战争，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更多的大战到来了。尽管死亡人数永远不可能确知，但据研究估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达1000多万，而二战时死亡人数更达到了5000多万。同一时期，一

个并不强大的声音，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联设想（即联合国的前身）。提出世界和平的

十四点原则，今天看来，这虽然不是未来世界体制的完整构想，但还是在国家主义尘嚣甚上

的背景下，给出了国家间可以通过磋商与沟通实现和平的思路和方向。 

我曾多次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是最被看好的经济体。因我本人在这个市

场中做生意，谈这个市场好，会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或者被怀疑成是一种违心

的迎合。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现在虽然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平衡的地

方，但只要在迈向公平、平等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制度稍加修改，让社会能变得更公平一些，

这其中将会释放出巨大能 

量。例如，取消户口，给城里人和乡下人同等的身份；又例如，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农民享

有与城市人一样的70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继承、抵押的权利等等。中国社会还潜藏着巨大

的能量，因不平等造成的能量，这是其他许多国家已经没有的潜在能量。 

有些人会认为这些事情很难实行，是超乎了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其实恰恰相反，只要是

在为人类公平、正义、平等做出努力，一定会有无数仁爱者、智者的帮助和力量加入进来，

也一定有上苍无尽恩典的护佑。我们需要的只是努力，永不停息的努力。 

三 眼前的危机蕴育着新世界到来的曙光 

我们还在危机之中徘徊，所有人，所有的行业都处在惊恐不安中。现在多少人每天紧张

地盯着屏幕，股票的任何波动都让他们心惊肉跳，政策的出台也常常加剧这种不安和波动。

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人问到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一位央行货币委员

会的委员，反问大家，你们觉得应不应该改变？难道下半年还要继续发放7.7万亿元人民币

贷款吗？这个反问让在座的人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失去了安全感，都成了“惊

弓之鸟”。无论是生意好做的行业，还是处在危机中的行业，一样惊慌失措，一样没有安全

感，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大家都受到了烈火般的考验。其实在这些惊恐和混

乱的背后，正蕴育着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先贤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了这一伟大时代的到

来，这一伟大时代是以“人类一家”为最重要基础的。我们目前经受的考验是磨炼，也是培训，

这些考验是让我们具备未来新世界所需要的品德和精神。 

让我们一起重新沉思1931年1月28日守基提出“多样性统一”伟大构想的那篇文章中的一



段话： 

人类一家的学说——决不是无知的激情主义之爆发，也不是模糊的虔诚的希望之表

达。不应仅仅把它的呼吁等同于人类兄弟情谊和友善精神之复苏，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

培育各种族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谐合作。它的含意更深刻，它的主张比任何以往的先知

们被允许提出的更伟大。它的信息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更主要地关注于必定把所有国家

和民族结合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之成员的那些基本关系之本质。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理想

的阐述，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一个能够适当地体现它的真理、证实它的有效性、并且

使它的影响力永存不朽的机构。它意味着当今社会之结构在组织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

世界从未曾经历过的。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我们目前解决 面临问题的

种种措施只是在低层次上打圈圈，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美国总统奥

巴马在竞选时提出的两句口号是“Change！”、 “Yes， we 

can”。“Change！”反映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在所有人的

心中引起了共鸣；“Yes， we can”则代表了改变的 信心。 

人类一家的体制“代表着人类演进之顶峰。人类的演 进最初是由

氏族家庭生活的诞生而开始的，后来经过发展达成了 部落的团结，

然后又导致城邦国家的构成，以后经过扩张发展为独 立的主权国

家制度。” 

                                            守基·阿芬第 

 

正如巴哈欧拉所宣示的，人类一家的原则恰好包含了这样一个神圣的断言：“在这个伟

大的人类演进史中，不但有必要且不可避免要达至这个最终阶段；它的实现正快速临近；而

且，只有源自上帝的力量才能成功地把它建立起来。” 

让我们一起用智慧和努力去争取目睹“人类一家”伟大新世界的第一缕曙光吧。最后，

套用历届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的结束语：“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来成为这篇文章的结

尾： 

愿上帝保佑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