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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共命运的清华人

      修军

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正是

武汉解除封城的日子，而世界范

围内疫情愈演愈烈，我们正处于

一个动荡的关口。作为思源计划

和行业的导师我少不了要和同

学们交流，大家都有些担心和茫

然，为未来的学业和工作担忧。

我的判断是，新一代年轻人面对

着一个不确定的动荡的世界，未

来会有很大的挑战。相比之下，

我们这一代人则是比较幸运的，

作为八十年代的天之骄子，在

共和国最低谷的时候走向社会，

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曲折发展

走向富裕的全过程，见证了一个

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这在人类历

史上都是罕见的。新一代年轻人

认为现在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而我们深知一切来之不易，未来

还有很多变数，面对如今随着疫

情而暴露出来的世界诸多矛盾，

对未来的发展也深感忧虑。

最近我在《清华金融评论》

发表了一份智库建议报告，希

望针对此次疫情加大扶持救助

中小企业的力度，补上我国在

中小企业投融资方面的短板，

抗击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在报

告的写作过程中我就像过电影

一样想起了我国投融资体制变

化的过程。这些过程伴随着我

们个人的成长经历，促使我们

对很多事情进行反思。

我在报告中提出希望借鉴美

国中小企业局和德国复兴银行

的做法救助和扶持中小企业，这

是我在长期的工作和学习中的

切身体会。我的建议得到了很多

印证和认可，但要真正落地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取得今

天的发展成果不易，小平同志

讲是摸着石头过河，既要借鉴

国际经验，也要努力创新，继

续前行还需要保持这种改革和

探索的精神。面对复杂的世界，

无论是公共卫生治理还是经济

转型发展，我们都面临着更大的

挑战，必须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我们的人生起步于中国改革

开放的大背景，随着国家的发展

而成长，我们经常说这是我们

这代人的幸运。最近按照组织

部门的要求需要完善个人档案，

我回到学校搜集原先的材料，当

年在学校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

在眼前。我在电机系保送上研

究生的时候，感受到经济改革的

浪潮，提出希望转到经管学院。

当时的系主任韩英铎老师给予

了全力支持。正是因为对经济管

理的学习和研究，我了解到国家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动向和方案，

第一时间去国家专业投资公司

报了名。当国家体制进一步改革

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后，我又回到

学校读博补充金融知识。还记得

当时徐国华老师跟我讲，要学好

金融，就得到国际前沿去学习。

我到美国重点研究了风险投资

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理论和实

践，其中特意到斯坦福大学了

解了美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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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这些都给我最近写的智库建

议提供了支撑。回国后我跟陈

小悦老师一起参与了科技部关

于我国建立风险投资体制报告

的编写，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

开展风险投资的建议，在成思

危提交政协一号提案前已完成。

之后我到重庆具体负责高科技

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工作，也倡

议重庆和清华合作成立了清华

科技园创业投资公司。清华的

教育和培养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也紧紧围绕着国家的发展需要，

正是这些开放学习的氛围推动

了国家的发展和我们个人的进

步，所以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无

不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中国的经济在加入WTO后，

走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

我在重庆工作时有切身感受。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重庆取消

过桥过路费，这是黄奇帆到重

庆后的第一项举措，改为政府

统收年费后，国企承担了建设

任务并将 90% 的土地收储，由

此带来了重庆财力的大幅增长。

另一个就是重庆的渝富模式。

渝富的起步是拿开行 20 亿的软

贷款收购了工行的不良资产包。

渝富的董事长跟我说，刚开始

他完全不知怎么办，结果没想

到这个不良资产包很快就成良

性资产了，然后滚雪球式地增

长，结合土地储备的开发，奠

定了重庆国资快速发展的基础。

这些就是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

中因势利导，及时进行机制体

制改革取得快速发展的例证。

我在重庆做过的一项主要工

作就是负责重庆西永微电子产

业园区的建设，这是一个典型的

中国式发展的故事。我们在黄

奇帆的领导下，推动了同 HP、

IBM 等国际巨头的合作，最终

打造了重庆 HP 笔记本电脑的全

球制造基地。当我女儿在美国

订 HP 笔记本电脑而接到了来自

重庆的发货单时，我真切地意

识到中国融入了世界。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不断

遇到新的挑战。我先后担任了重

庆进出口担保公司的董事长和

陕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总裁，

之后回到开行从事直接投资工

作，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投融资体

制在发展中的变化和面临的问

题。中国加入 WTO 后，在出口

导向的经济结构下建立了制造

业产业链，积累的财富支撑了房

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国家的体制

重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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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变

迁，我们的金融工作也围绕着这

些经济结构而开展。目前中国的

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单纯的出口导向和房地产业已

不能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

实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多年的

高速发展下已经出现很多问题，

无论是发展的动能不足也好，

还是贸易争端也好，可以说发

展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而疫情

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我们必须根据发展的新情况进

行调整改革，不变革很难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我在清华投资实务课

堂上课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目前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确实

很多，比如中等收入陷阱、流动

性陷阱、明斯基时刻和修昔底德

陷阱等。我们在迈向发达经济体

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很多要素要培育，其他国家遇

到的问题我们要面对，没遇到

的问题我们也要克服，这些都需

要智慧和勇气。我在和同学们

交流的过程中强调，要注重对国

家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否则不了解国家发展的大势就

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

们清华人应具备的特性和优势。

我们这一代的清华人，真切

地感受到了与祖国命运的共起

伏。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着比我

们更高的起点，同时也面临着

更大的挑战以及更严峻的局面，

衷心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创造

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修军，198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学士及管理硕士学位。1997 年赴美国杜兰大

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国杜兰大学及清华大学联合培养金融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国开金融

有限责任公司投委会副主任、风控委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正局级资深专家。

曾参与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咨询研究工作，任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委员，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企

业家、十大杰出青年，清华大学金融行业导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重庆市人民政府、西安市人

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校友投资协会副会长。

修军获清华经管学院特别贡献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