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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NO：2017年 9 月 

 

 

 

比特币不服务实体经济 危及金融稳定 

 

李扬       

来源: 网易财经 

 

 

 

演讲背景:“2017 金融街论坛”于 9 月 14 日-9 月 15 日举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前任委员，现国家金融与发

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论坛并演讲。 

李扬称，有些金融创新并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比特币就是一例，

比特币打着高新科技的旗号，觉得可以摆脱央行，摆脱黄金，可以给

社会一个新的定价标准，但其实比特币不是货币，币值都不稳定怎么

能做货币呢？比如说它的供应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稳定地增长，但是

它并不具备这些特点，它危及了金融稳定，进而危及了宏观经济的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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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 

李扬：各位女士、先生，大家下午好！很高兴重返这个讲台，我

每年都要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今年要讲宏观稳定、金融稳定，讲宏观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

离不开 7 月 15 号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我们一定要落实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的精神来搞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关系。 

下一步的金融发展应当有三个标尺，或者说有三个原则，一个原

则就是服务市场经济，第二个原则要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三个原

则，要支持绿色金融发展，金融如果做到这几点，对宏观稳定来说，

就是功莫大焉，今后要使得宏观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取决于这三个领

域的进展。 

先说服务实体经济，这个话是一个老话题，上午也集中讨论了，

有非常多精彩的观点。我想结合金融创新，Fintech 最近出的一些情

况来说一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 

昨天最大的新闻，丁氏两兄弟被判刑了，他们做的就是 Fintech，

就是在这个领域中呼风唤雨，坑害了很多人，用高新技术的名义做金

融，，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危害，金融是一个高科技产业，所有科技的

成果都会在金融行业当中率先广泛使用。我可以举一些我们很熟悉的

例子，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像抵押贷款证券化，这在当时也算

是高新科技应用于金融活动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例证。最早这种把一批

信贷资产放在一起，分割出有各具特色的现金流，依据它发新的证券，

满足不同人的投资需求，这种想法早就有，由于科技没有发展到这种

程度，这个想法变不成产品。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前后，随着计算机

的发展，随着新的计算技术的发展，它变成了现实。所以现在我们在

市场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可以投资于大量的证券化资产，因为必

须能够迅速地算出价值，然后给他定价，这就是金融创新，高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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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例证。但是与他相关就有很多不服务市场经济的例

子，比如说在 MBS、ABS 基础上产生了非常多的衍生品，衍生品本身

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就已经疏远了，衍生品的衍生品基本上找不出他们

之间联系的蛛丝马迹了。对他进行炒作，就是我经常说的自娱自乐，

金融业自娱自乐，这种自娱自乐把整个经济，整个金融推导了危机的

风头上，以至于全球不得不用一次非常大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过来的危机，来纠正这种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要说起来，现在还有一些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比如说比

特币，最近中国政府明确说，在中国关闭比特币的交易，本来也是打

着高新科技的旗号，觉得可以摆脱央行，摆脱黄金，可以给社会一个

新的定价标准，新的支付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打的是这个

旗号，但是事实上产生的不是这个效果。比特币它不是货币，货币所

需要的几个条件他不具备，比如说必须币值稳定，币值不稳定怎么能

做货币呢？比如说它的供应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稳定地增长，但是它

并不具备这些特点，它危及了金融稳定，进而危及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今天我们讲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讲金融和宏观稳定关系的时

候，第一条，这个产品是不是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全球

的趋势，在危机之后，金融业回归简单，回归标准，回归本心，找回

了初心，线上线下统一，基本上是这个趋势。我体会这次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主要的思想也是这样。 

以美国的情况来说，危机之后，很多金融的泡沫都被挤出去了，

但是股票、债券、信贷市场稳定发展，说明经济还是需要金融的，但

是需要和实体经济密切关联的金融活动稳步发展。 

第二条，我们必须支持普惠，普惠这个概念在中国引进是十八届

三中全会，我印象很清楚，三中全会公布的时候，很多人打电话问我

什么叫普惠金融，可见这个概念在我们这儿时间并不长。普惠金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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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们视野的时候，只是当做金融业主业做完以后顺便去做的事情，

没有把它当成金融业多重要的活动，必须去完成，必须去实现，必须

去践行，没有这样一个安排，觉得赚钱之余搞一点这个事情。但是这

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业必须做的事情之一，金融

只有普惠了，才能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14 年法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书《21 世纪资

本论》，另世界动容，这里面基本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

济的体系，三百年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短暂的 20 多年，其他

的时候都是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它是所有社会动荡的根源。

你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此言不虚。这样一种不公平进入上世纪后十

年以及本世纪以来，更集中的体现为做金融的居于收入分配的顶端。

本世纪以来，与此有关的事件都是针对金融业，指征的词就是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也罢，香港的占领中环也罢，等等都是指向这批高收入，

特别是金融业的高收入者，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当然需要普惠金融的

方式去做。 

普惠金融，确认获得公平的金融服务，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你

不能剥夺他获得金融的权利，但是过去的金融体制事实上没有向他们

提供服务，他们存在就是提供无穷无尽的血液来供大字本去使用，这

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会危及宏观稳定。

会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要做普惠金融，可能我们在这个讲台上

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也不容易，如果我们拘泥于传统的手段，是做不

了普惠的，所以也需要创新。我非常高兴最近几年一些释永信技术的

金融活动，金融安排，大大降低了金融的进入门槛，大大的方便了最

普通百姓接入金融系统的路径，使得普惠金融真正能够做得到。现在

有很多机构，我们看到做得非常好的，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机构，其

实就是在普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大机构，由

于普惠是他的一个任务，而基于他原来的体制机制，原来的这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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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了，所以传统的大机构正在和新型的金融机构相结合，今年上半

年可能最大的新闻，我觉得最大的新闻纸一，就是中国的四大国有商

业银行和中国的四大互联网巨头战略结合，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普惠

金融这个事情在中国做实了。金融普惠做实了，宏观经济稳定了，社

会也因此能够稳定。 

第三，绿色，这同样都是难题。说实话，按照现在的架构，金融

是很难服务绿色的，简单的说，如果做绿色的投资，绿色的经营，不

挣钱，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我们想兼得，但是事实上这两者存在冲突，

非此即彼，要想得金山银山就得不到绿水青山，要想保住绿水青山，

就很难得到金山银山。如果是这样的话，宏观经济运行也是不稳定的

社会的安定也是不稳定的，如果绿色得不到强调，随着经济增长，我

们会获得一个越来越不适宜人居的环境，我们要这个经济干什么呢？

社会的安定何在呢？这也需要我们金融创新。 

现在我看到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使得我们在商业可持续基

础上推进绿色金融有了条件，只有这个做到之后，宏观经济运行，社

会的运行才会进而稳定。 

总之，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给中国的金融发展拨正了航向，有

一些新的坐标，我们必须按照新的坐标来对标，按照新的坐标来改造

我们的金融，这样才会使得金融能够成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因

素，从而能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正能量，这方面需要我们努

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