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岁担任人大财政金
融系副系主任开始，陈雨露
的肩上一直担负教育行政管
理和组织的担子。他将金融
学家的缜密思维和扎实学风
贯穿于教育行政管理当中，
不断探索并形成了新时期高
校教育尤其是我国高等金融
学教育的独特思想，被学生
们亲切地称为“魅力校长”。

!##!年，陈雨露作为人
大新任财政金融学院的院长$

筹建“金融实验班”，作为人大
金融国际化教学改革的试验
田。%年后成立了人大“汉青经
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试验
田”的探索大大提升了人大
金融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
提升了金融人才培养的国际
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
输送了大批高端人才。
陈雨露在教学和行政工

作中非常重视“育人”。他常
对学生说，经济学教科书将
“理性人”作为理论的基石，
这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冷酷
的、不讲道德情操的科学。但
也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当
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私自利
能带来社会最大效率的时
候，我们还能鼓励人们具有
高尚的道德情操吗？”因此，
“我们需要在经济理性与道
德情操之间寻找平衡。”
“中国金融的精神应该

是什么？中国金融学科、金融专业的
人才培养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价值
观？”这也是陈雨露常向学生们提出
的问题，他希望学生们“在为经济利
益而奋斗时，守护好心灵的净土，拥
有高尚的情操。应该“扩展知识面、
培养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对一些根本
性问题的思辨能力。”他勉励学生
们：“应努力成为能够自由行走在
中西方两个文明舞台的高级经济金
融人才，为祖国之崛起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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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金融城封面人物 /

! ! ! !陈雨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

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北京

市委委员$

陈雨露曾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 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及荷兰提尔

堡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还荣获近二十项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优

秀教材奖及全国优秀教师奖!并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 ! ! !从 &'()年以数学满分的文科高考

成绩走出河北偏僻小村# 陈雨露踏着坚

实的步子# 在金融学研究和教育领域一

路走来#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人生业绩$

陈雨露出生于 &'""年 &&月# 是目

前我国最年轻的部属大学校长$ 他的履

历中有一长串年纪轻轻就获得的职称%

职务和&等身'的学术成果(!"岁%)&岁

分别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

大'*副教授%教授#)'岁当人大副校长#

继而又历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人大

校长$二十多年间#他出版了金融学著作

&"部%译作 &#部%教材近 &#部#发表论

文 &)#余篇$

陈雨露：金融崛起要以产业竞争力为基础———

把财富增长建立在生产活动上

! ! ! !! 关于炒股

经常炒股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

流派叫&技术分析'#其前提假设是#

历史往往会重现$ 金融投资必须熟

知市场历史走势# 必须了解过来人

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象牙塔里的金

融学教学科研应向公众普及金融

史$中国股市有很多散户#如果熟知

历次金融危机历史# 那么就能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投资的非理性$

! 关于实业

金融市场不是一个万能的市

场#即使获得再多收益每个人的日

常生活还是要靠实业满足#如果每

一个人都只关注投资#那么对整体

而言很有可能就是流动性过剩#从

而金融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 关于分配

&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

更有钱的人服务'$ 什么意思呢+

钱要借贷才能够生钱# 这个钱究

竟借贷给谁# 肯定是不能借贷给

没钱的人# 肯定愿意借给资产多

的人#因为借给他保险#保证还本

付息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下往往

越有钱的人得到钱就越容易#借

到钱就越容易$ 但是作为国家管

理者来讲#一定要让货币%金融为

大多数民众服务# 让他们得到发

展的实惠# 避免整个社会收入分

配的差距太大# 这样金融业才不

至于成为一个劫贫济富的行业$

! 关于楼市

房地产市场一定要控制住#

一方面利用它保证经济增长#另

一方面要避免它成为泡沫$ 这是

目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币值

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原来我们更

多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

吃的%穿的%用的#现在又增加了

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要保证不要

出现金融资产的价格泡沫# 保证

房地产市场和股市 &双稳定'#才

能真正保证币值的稳定$

本报驻北京记者 杨丽琼

!"#$

%&'(

最年轻的部属大学校长

)!*+

! ! ! !当今社会，金融无处不在，货
币、证券、银行、保险、基金、资本市
场、投资理财、国际收支、外汇等金
融名词和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运
行，像一张庞大的网罩住了每个人。
陈雨露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金融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
核心作用。不过，金融业的发展存在
严重隐忧，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越
来越复杂，金融越来越像是一种玄

学，圈外的人根本搞不懂那些产品
是什么。“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金融
化的时代，但金融的过度发展也制
造了一次次危机。历史告诉我们，没
有技术进步，没有实业的发展，金融
业是无法持续繁荣和自我运转的。”
陈雨露提出，应该让金融回归大

众，使之不再是由数据、计量、模型组
成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他在分析
!##(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时说，

这是金融资本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运
行的必然结果，是对此前过度金融化
的被动调整，其重要结果之一是要纠
正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过度脱离的
失衡状态，推动金融资本向实体经
济回归，将财富的创造和增长建立
在真实的生产活动之上。“一个国家
的货币金融政策必须服务于生产力
的发展，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变
成一个自己循环的游戏圈子。”

! ! ! !今年 *月，陈雨露和人大国际
货币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合著的《大
金融论纲》一书出版。这本 +##多页
的大部头著作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
关注，业内同行们评价该书“全面完
整论述了‘金融’的内涵与外延”；书
中提出的“‘协同效率’、金融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 ,型关系，都是具有重
大意义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
金融发展的战略路径”。
这本新著提出并论证了“大金

融”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提出了
“大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政策规则
和制度设计。详细论证了中国在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认为其

目标需要兼具经济增长与金融稳
定。该书还提出“国家金融禀赋”的
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中国金
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蓝图和战略路
径；提出基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双
稳定”目标，首次系统论证了货币政
策、金融监管和信贷政策“三位一
体”的货币金融稳定新框架。
陈雨露说，“大金融”的概念最

早由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
纪初提出，而后在中国金融理论与
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对其内涵的
阐释逐步丰富起来。该书主张中国
的金融学科必须走宏观和微观相结
合的大金融之路，实现金融和实体

经济的和谐统一。
这本新著还规划了人民币国际

化的路线图：中国应在未来 )#年通
过“三步走”，各用十年完成人民币
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
使人民币从实现充当国际结算货
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
币，到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该书认为，在可动用的社会资

源既定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膨胀
和超速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
衰减为代价的；泡沫经济挤出实体
部门投资并最终导致这些实体资本
灭失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
过程。

! ! ! !治理和防范中国的泡沫经济，
是陈雨露关注的一个重点。他说，
&(!% 年以后的世界金融危机史表
明，泡沫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金
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最大公敌。近
年来，围绕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
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
化倾向。虽然任何针对泡沫破裂的
事前预测都很难准确，但在中国目
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放任房地产
市场泡沫而不加以有效抑制，发生
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和金融危机的概
率将越来越大。
陈雨露尖锐地指出，对于中国

的决策者而言，隐藏在泡沫经济背
后的根本性问题在于：要短期的繁
荣，还是要长期的稳定增长？在这个
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大计的关键问题
上，及早控制房地产泡沫的意义不
言自明。对此，他提出了政策主张：

! 全面推进中国宏观金融调

控体系的改革# 将金融目标和经济

目标同时纳入政策视野# 从战略上

平衡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

调问题# 避免过度金融扩张对实体

经济的负面影响$

! 通过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

工具组合#合理引导%有效管理人民

币升值预期# 避免人民币升值预期

可能诱发资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上

涨#进而导致泡沫经济#确保在币值

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

的改革$

! 将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监

管与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

水平的监管并重# 全面建立和完善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统筹兼顾货币政策%监管政

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

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形成优化

组合# 避免政策叠加所带来的潜在

冲突$

! ! ! !陈雨露的学术生涯与金融学、金融理论有着不解之缘，他的
研究范围广涉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公司金融等领域。
但是，近年来，“实体经济”一词却被他频频提及。他在不同的

讲坛上强调，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可过度脱离，金融崛起要以
产业竞争力及实体经济为基础，要推动金融资本重新向实体经济
回归。

应该让金融回归大众纠偏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脱离

以&国家金融禀赋'为基础构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路径

将金融与经济目标纳入视野及早控制房地产市场意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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