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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未

来，研究如何将未来的风险所定，转移。然而未

来充满未知，因而对未来做出定性甚至定量的分

析，这是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如果能够在事情

发生时前瞻性地预见到它的未来，这是最有价值

的。 
    摘自丁大卫《挑战未来——国际金融专家预

言中国经济》 
国际著名金融专家丁大卫 

 
2007 年 5 月，在京召开的一次国际金融大会上，本报记者有幸见到并聆听了世界

金融界鼎鼎大名的丁大卫教授关于“金融树”理论的演讲报告。当时，同其他中外听

众一样，记者也被丁教授将复杂难懂的金融知识演绎为浅显易懂、让人易于接受的“金

融树”理论深深吸引。20 多年来，丁教授呕心沥血发明创造了“金融树”理论体系、

管理体系及教学体系，震撼着全世界。“金融树”理论是如何将错综复杂、抽象深奥

的金融知识演绎为通俗易懂的金融知识？“金融树”理论产生的背景、作用及效果如

何？“金融树”理论的前瞻性是什么？以及“金融树”将来的发展趋势等等，带着各式各

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丁大卫教授。 
 
记者：“金融”和“树”，常人看来是不搭边的两回事，在您那里神奇的融为一体，

您这奇思妙想的最初灵感是怎么来的？ 
丁教授：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美国攻读金融并考取了几乎所有的营业执照，起

初，同别人一样，面对错综复杂、杂乱无章的金融、财会知识，我也曾长期困惑、苦

恼。但悟性告诉我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性，且自然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自然界存

在的时间要比我们人类久远的多，自然界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的历史就

是不断探索、学习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历史。人类的认识过程和目的就是不断地从主观

变为客观。在北欧神话中，有一棵叫伊格德拉西尔的世界树，它连接着天与地，从树

根朝上看就像是树连接着天空和大地。事实上，树是地球上存活时间最长久的物种之

一，（据说世界上现在还活着的最古老的一棵树已经有 9000 多岁了），也是自然规律

的集大成者，并且能最好地向人类揭示和展示这些规律和变化。于是，我便独自踏上

了一条看不见目标和终点的自然探索之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金融”
与“树”的奥妙关系。 

的确，在常人看来，“金融”与“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如果你对“金融”
和“树”有深入的研究和足够的认识，你就会发现，二者在包括内部结构、发展形式、

变化规律、外界影响、风险特征、系统性和相关性在内的几乎所有方面如出一辙。首



先，“金融树”的名称来自英文 Financial Tree。我们知道树是由树根、树干和树冠三部

分组成。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是一切经济/商业活动的语言和准则；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金融产品/市场/流动资产（Financial 
Markets / Products）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同样“金融树”也是由树根（会计准则）、树干

（财务管理）和树冠（金融市场/产品）三部分组成。我们还知道，没有树根，就不

会有树干，没有树干，就不会有树冠。三者是按序生长、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

可分的动态统一体。同样，没有会计准则，就不会有财务管理，没有财务管理，就不

会有金融产品/市场，三者也是按序发展、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动态统

一体。如果一棵树的根基不牢，整棵树就有可能被风刮倒；同样，如果一个企业的根

基（会计准则）不牢或出现问题，整个公司都有可能倒闭。若要枝叶繁茂，必须先根

深；同样，若要市值最大化，首先要根基最大化。有些树的枝叶长“疯了”，就要适当

的“打顶”，有些股票价格长的过快过高，也要适当的“打顶”。“金融”与“树”之间的这

种千丝万缕般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从树根到枝叶的整棵树，从会计原理到衍生证

券的整个金融和企业管理领域，而且延伸到它们存在的环境和空间。 
进而言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金融管理就是对资产的管理，然而，资产的性

质、变化规律及资产负债平衡表的特点不仅与树的性质、变化规律和特点完全一样，

而且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形象、更合适的表现形式了。此外，事物的发展形式，包括知

识、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积累，往往呈现出树状结构，当然，获取它们的最好方

法也应是树状结构。这样，你就可以将整体与局部、点与面、框架与细节及其相互关

系等一目了然。 
 
记者：能够深刻认识到金融整体是一个系统的人已经凤毛麟角，能够将这种系统

性用一棵形象的“金融树”表述出来，让普通人可以清楚的理解，这更是划时代的伟大

贡献。按照自然的规律、层次、结构、逻辑，您能将影响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所有

因素，如会计准则、财务、资产负债表、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利润、市值、市盈率、

风险因素、汇率、资本市场、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管理团队等等，统统系统集

成到一棵可视化的“金融树”，让人实实在在的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作用、逻辑和变

化，这简直是出神入化，妙不可言。您是如何设计发明出这种博大精深、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的系统体系？您的灵感来自何方？  
丁教授：来自宇宙、地球的系统性。宇宙是一体的，地球也是一体的，因此，任

何人类已知的事物都不是也不能孤立存在，万物是相通的。事物存在的环境就是它们

存在的体系或系统。这些体系或系统左右着事物存在的状况。即使是万物生长所依赖

的太阳也是如此，太阳存在于太阳系中，并被太阳系（统）的规律所左右。既然如此，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在和外在规律（太阳和地球也要按照各自的规律和公律运转）。

人类一旦掌握了这些规律和特点，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否则就要出问题。比如，一个

人触犯了党纪国法（纪律、法则），就很有可能受到制裁；一个企业违反了会计准则、

规律，也要受到处罚；一个国家若不能按照经济规律运转，就有可能爆发经济、金融

危机；人类不断破环自然规律的行为，正在不断遭到地球法则的惩罚。 
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而且很多事物是很多系统（综合作用）集成的结

果。比如，人体是由呼吸系统、心脏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

系统等许多系统组成，因此，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素质主要是所有这些系统集成（相

互作用）的结果。同样，一辆汽车也是由许多系统组成，比如，汽车通常由发动机、



底盘、车身、电气设备四大部分（系统）组成。其中每个大部分（系统）又由若干个

小部分（系统）组成，比如，发动机部分（系统）包括冷却系、润滑系、点火系、起

动系等部分（系统）；底盘部分（系统）包括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装置等

系统。由此可见，一辆汽车性能的好坏取决于所有系统集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上述复杂系统中，主次之分，先后之别本身就充满系统性。如果上述各系统是

相互孤立的，其结果是不可想象的，人作为生命体就不可能存在和生存；汽车作为机

械的“有机体”就无法运转。树，作为天与地的连接载体、自然规律的集成者，恐怕是

系统性及系统相关性的最佳代表。“金融树”的发明创造革命性地将会计（根基）与它

的下游——财务管理（树干）、金融（树冠）及经济（土壤、环境）等相关环节和因

素系统集成为一个庞大而又一目了然的动态（真实）统一体系。 
 
 
 
 
 
 
 
 
 
 
 
 
 
 
 
 
 

“金融树”理论认为人类所有发明创造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和掌 

握的基础上完成的。树乃自然规律的集大成者。 

 
 
记者：将灵感变为现实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可喜的是，您已经将这个“灵

感”变为现实。到目前为止，全球金融学的顶级专家学者是否已意识到了企业、金融、

经济管理的系统性？ 
丁教授：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也是许多系统集成的结果。如会计体系、财管体系、

金融体系、销售体系、人力资源体系、环境体系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至目前，

在全球范围，上述管理知识和认识远远没有实现系统集成，仍然充满唯心的主观意识，

相互孤立、支离破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与现实严重脱节。令人欣慰的是国际顶尖

的金融学专家已意识到并试图改变上述糟糕现状。金融学的顶级教授兹维·博迪和诺

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合著的“金融学”一书，得到诺奖获得者——大牌经济学教授

保罗·萨缪尔森推荐。在本书的范围介绍中，作者写道：“在化学等发展成熟的研究领

域，通常的教育方法是在入门课程中涵盖一般原理，给学生一个该学科的总印象，从



而为其他更专业的课程（如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打下基础。同样的，将金融学的所

有分支领域——公司财务、投资学、金融机构学，囊括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1、作者认为，相对化学等领域，金融学发展不成熟；2、作者将所有

分支领域——公司财务、投资学、金融机构学——囊括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其实，

金融学的分支领域远远不止上述三个。 
尽管如此，相对目前及以往的金融类教科书和教学方法，“金融学”这本书已经是

一个伟大的、前所未有的创举。但由于不了解这些分支学科及影响企业、金融、经济

所有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位置等，作者未能找出它们之间的规律和系统性，只是

机械地把几个分支学科的知识堆积在一起，因此把它们的位置、关系和作用等都搞错

了。好比把树叶放到树根的位置，树根放到树干的位置，汽车轮子安装在汽车的里面，

发动机放到汽车顶上。由此可见，系统的金融管理知识体系一直是个空白，业界仍在

黑暗中摸索。这就是为什么金融、会计、财务管理等学科难学难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金融树”体系、系统金融学、金融生态学如何同获得诺贝尔奖的金融、

经济理论相比？   
丁教授：常言道，是非功过，后人评说，所以这个问题最好由别人回答。但在我

看来，获奖的东西毫无疑问都是某领域或理论方面世界最前沿的，大多涉及的可能只

是非常小的微观方面，可能只相当于“金融树”上的一个小枝叶，大多比较深奥，常人

难以读懂，应用价值比较小。 
相比之下，作为庞大的宏观、中观、微观为一体的知识体系和系统集成，上述发

明创造，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只需两三分钟就足以让任何人感受到它的魅力和震撼力，

备受各界人士喜爱，不仅为企业、金融、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及其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最有效的理论和操作方法，而且为地球上所有事物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独特的方法

论。换句话说，这些发明创造能够准确地指导、告诉世界上每一个人如何操作具体的

每一件事。比如，如果你对地球的特点和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你就会明白为什

么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他们的变化规律是什么，为什么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

斜线、Z 字形或其它形式，而是波动（曲折）的，如水波、声波、电波、风波、价格、

股价的波动、社会、经济周期的波动等。明白了事物的波动性，你就能更好地在金融

市场获利。 
 

记者：请您举几个案例来说明事物的波动性，从而更好的了解股价的系统性、波

动性？ 
丁教授：远的不说，2000 年左右，我曾在网络股最盛行的时候，逆着潮流公开

预言它们将要崩盘。果然，没过多久，预言如期应验。雅虎股价从 250 多美元跌至几

美元。2002 年底—2003 年初，网络公司该死的已死，未死的股价已跌至谷底，意识

到事物发展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在经营者本身都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我以最低的价

格（0.5—3 美元）买进新浪、网易、搜狐等很多网络、IT 股票，它们很快上升到几

十美元。这就是系统性、波动性的结果。股市上最好的理论就是波浪理论，说明股价

的变化像波浪一样有规律。其实，所有事物的变化都是波动的，这是地球的物理性质

决定的。 
今年 5 月 17 日，我应邀在国际金融大会上发言，会后某记者问我买哪只股票好，

我告诉她买美尔雅和恒生电子，不过大盘涨的过快，不久将会调整。我在 2006 年末



分别以 3 块多和 7 块多买的这两只股票，在高点 20 多块出货，两股 5 个月分别上涨

3-7 倍多。5.30 大跌后继续低位买进，并在 9 月初出货，此时，两只股票分别比 5.30
前的高点上涨了 8 块和 15 块左右，比 5.30 大跌后的低点上涨了两三倍。显而易见，

这两只股票在大跌前和大跌后的表现都相当出色，因此，如果 5.30 之前没有介入或

赚到钱，5.30 之后仍可获利丰厚。其实业绩是影响股价变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这

两个公司的业绩都不怎么样，但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很多，“金融树”价值体系就是把

影响股票的所有因素系统集成在一棵树上，你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它们的过去价值、

现在价值和预期价值。 
凭借对地球和宇宙规律、特点的肤浅认识，我曾经对未来做过多不可数的准确无

误的判断和预言，并且始终承诺：对我所传授的所有知识及每一个观点的客观性、前

瞻性、准确性和正确性负一辈子责任。 
 
记者：在 2005 年 9 月 11 日中国（上海）期货投资国际论坛上，您指出：“根据

金融树理论体系，美国这棵金融树树干的两侧严重失衡，如果不是树根牢固及树干的

良好弹性和灵活性，树干早已夭折。这种失衡的状况若长期得不到修正，生态环境一

旦发生变化，尤其是突发性根本变化，整棵树将有可能倒塌。美国这棵树一旦倒了，

一定会殃及全世界”，您同时指出：“中国尚无资格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为什么？ 
丁教授：时间和事实是最好的检验标准。近期美国次级债券引发的金融危机和近

年中国金融业的稳健、快速发展就是对上述预言和判断的最好验证。这次全球金融危

机让许多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如果各国政府未能及时输血、

救市，后果将不堪设想。大量输血可以一时阻止病情恶化，病情将由急性转为慢性，

但若长期不能除根，可为未来埋下更大隐患。显然，美国金融管理当局和专家学者根

本不懂得也不具备“金融树”体系的管理知识和水平，否则，这场危机根本就不应该发

生。我认为：次级债券只是此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几年前，针对国内外一些

经济学家预言中国金融危机无法避免，我撰文并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尚无资格发生

系统性金融危机。首先，中国金融业正在稳步发展，其次，中国金融尚无系统性。一

个尚未结婚的人怎么会发生婚姻危机。 

 

记者：毫无疑问地说，“金融树”体系、系统金融学、金融生态学的发明创造足以

震撼全世界，请您概括一下“金融树”的作用、价值和意义？    
丁教授：“金融树”体系、金融生态学、系统金融学在孔子、孟子、哥白尼、达尔

文、牛顿、毛泽东、爱因斯坦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宇宙的角度，用地球的法则揭

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爱因斯坦的相对性理论修正了从牛顿以来对空间、时间、引

力三者相互割裂的看法及运动规律永恒不变的看法。“金融树”理论体系认为，作为统

一体的地球，它的法则不仅掌控自然，而且掌控所有事物的规律，一旦掌握这些规律，

你便知道事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金融树”为地球上所有事物的发展和管理

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并强调地球里的所有事物首先要符合地球的运转规律。 
我是搞金融和管理的，因此，对“金融树”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更感兴

趣。首先，它揭示了“金融”与“树”之间千丝万缕的、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这是一项

前所未有的奇妙发现。在此基础上，它将金融及管理学的所有分支学科按照自然规律

系统集成为一个庞大而又一目了然的动态统一体，这一伟大实现不仅比目前世界上最

前沿的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先很多年，而且彻底改变了会计、财务、金融等学科相互割



裂的发展史，创建了人类有史以来全球第一个，包括会计、财务、金融等在内的庞大

而又简单的完整系统知识体系、管理体系及教学体系。其次，它将看不见摸不着的、

抽象难懂的知识和理论，变为一目了然，让世上所有的人用几天而不是几年的时间轻

松掌握，未来人们可以像欣赏电影一样享受其中的奥秘。再者，“金融树”体系的推广

普及不仅将为整个人类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管理成本，而且能避免大量金融危机和管理

错误的发生。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这就是科学的终极目标。 
 

记者：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是金融的核心内容，您能不能通过实际案例，说明“金
融树”在这方面的应用？ 

丁教授：当然可以。“金融树”价值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可以将影响资产、企业乃

至国家的所有因素系统集成到一棵树，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价值和风险的来龙去脉。如果你能将某个企业的所有资产按照自然规律放在一

棵树上，并对资产的性质和系统关系有所了解，如同医生给病人检查，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企业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和如何解决。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些国内

外知名企业如新疆德隆、美国安然等，在倒闭之前，我已经看到它们的结果。2004
年的一天晚上，中央台《对话》栏目的导演约我参加一期节目的制作，本无兴趣的我

得知北京一位著名企业家也要参加，我更无兴趣了。当我告诉导演该企业家和他管理

的著名上市公司将要出现重大危机，该导演立即请示台领导，并于下半夜通知该企业

家不要参加录制活动了。几个月后，危机果然显现，该企业家不但被革职而且受到严

厉处罚，该企业的股票一路暴跌，最后被别人收购，一个著名的上市公司就这样收场

了。 
几乎所有风险和危机包括 911 事件，在发生之前，都可以通过“金融树”识别，为

什么不呢？天气预报可以相当准确地识别未来的风向、风力、风速等，任何事物的发

生都有其内在和外在规律，所有事物的规律都依存于地球法则，树是天地规律的集大

成者，“金融树”将这些规律“树”化出来，得以应用。 
1992-1993 年，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发展期货市场，中国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不仅从

无到有，而且其数量很快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经过 3个月的考察，正当期货市

场盲目发展的高峰时刻，我逆潮流而上，果断地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了

一系列有关加强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建议和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避免

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遏制了巨额外汇流失，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促进了中国期货行业从无序走向有序。美中不足的是国

家未能及时关闭国债期货交易，最终导致其崩盘，造成巨大损失。通过“金融树”，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金融资产是如何一环一环地“长”出来的。期货属于衍生证

券，衍生证券是由基础证券派生而来，它是长在树梢上，大风刮来，树梢（枝叶）首

当其冲，这就是为什么期货的风险最大。在当时，我国连基础证券还未搞明白，怎么

能可能搞好衍生证券呢。好比一个人，还不会走，甚至还不能站稳，就想跑；好比一

棵树，树根还未长好，怎么能有树冠呢。“金融树”在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实

际应用案例还有很多。 

 

记者：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企业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金融树”作

为一套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怎样解决不同企业的个性的实际问题？ 



丁教授：前面讲过，“金融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集成，它不但能把影响任何一

个企业、一个行业及一个国家的所有因素系统集成到一棵树上，而且可以把这些因素

进行系统的定性、定量分析，并通过“金融树”展现出来。这样每个企业的实际问题

及解决方案便一目了然。医院可以给不同的人体检治病，同样“金融树”也可以给不

同的企业体检治病。 
 
记者：“金融树”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知道牛顿

力学不能用来解释量子现象，那么在金融的世界里有没有“金融树”力所不能及的领

域？如果有的话，是些什么？该如何完善？ 

丁教授：这个问题提的相当好。就目前而言，“金融树”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理论

体系，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管理体系和教学体系，以后很有可能还会派生出其它体系，

因为它是开放式的。它的理论边界在于对地球和宇宙规律、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前面

说过，地球、宇宙是一体的，万物是相通的，相对地球和宇宙而言，金融世界只是其

中很小的一部分，金融世界的任何规律和变化都逃脱不了地球和宇宙的法则。因此，

在整个金融世界，没有“金融树”力所不能及的领域，但这并不等于说“金融树”是

绝对万能有效的，因为整个世界是相对的，所以，如同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一样，

“金融树”永远有待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