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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叶秀亮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爭力研究所高级研究
顧问、香港中文大学及浸会大学经济系兼职讲師(教授 Money and Banking 及中国经
济等熱门的学士及硕士课程科目) 、新加坡一上市公司兼职经济及投资顧问(就近年
环球通胀、美联储局加息、和环球金融及衰退风险, 提供深入分析和投资建议) 。
1999-2022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任职副教授，叶博士曾在香港金融管
理局、中银香港的港澳管理处、和东亚银行任职，具有丰富的中央银行、金融、
和财经经验。叶博士在香港长大及在香港大学獲取学士学位，并在伦敦经济学院
获取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叶博士除了在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有重量级学术著作，过去四十多年一直
醉心于经济政策钻研心得，是 (1) 2005-07年中国汇制改革原建议者(著有一本被视
为经典的书、多篇学术期刊文章和百多篇在报章的政策建议) 、 (2) 香港联汇制的专
家学者(著有另一本被视为经典的书、多篇学术期刊文章和许多 《信报》专业政策
建议) 、及 (3) 新加坡汇率金融制度和汇率政策的权威专家(也著有一本被视为经典
的书、多篇学术期刊文章和许多篇在报章的政策建议) 。叶博士也是 (4) 香港、中
国和新加坡宏观经济政策专家， (5) 香港、中国、新加坡、和亚洲房市问题和房市
政策的领先研究者，与及 (6) 房市泡沫，股市泡沫和金融风暴的专家学者(同样著有
一本书、两篇学术期刊文章和许多篇在报章的政策建议) 。 

叶博士也曾 (a) 在 1997-98 年建议以「汇兑保证」重新激活「抛补利率套戥」和
将港息拉回美息水平，使到当时僵持不下的「官鳄大战」得以结束，并使到沽空
的对沖基金不敢再犯; (b) 在 2022 年成功游说当时的财政司长发展旅遊业及暂停
开征銷售税; (c) 在 2006-07 年将其研究报告及将新加坡退休年龄由 55岁逐步改至
65 岁的建议寄给李显龙总理。该建议最终被采纳，从而协助新加坡其后每年 55-
65 岁的劳动力能被善用。 

由于叶博士对新加坡的经济和金融制度、经济和金融发展策略、宏观经济管理、
房屋制度和房屋政策、医疗制度、人口老化问题、公积金制度、及退休制度和退休
政策有相当深厚了解，可为中国和香港提供一些值得向新加坡借鉴的政策。并在
2023 年 3 月开始透过《明报》、特首政策组、《灼見名家》及其它渠道逐一写下
上述规划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建议。并将因应情况在 2023 年下半年继续就中国宏观
经济、金融风险、汇率政策、在台海局势升温前中国所须封好的金融隐患、人民币
国际化所须注意事項、和中美国力之争等问题，发表重要政策建议。 

在作出更多政策建议的同时，叶博士亦计划成为一个专研究中国和香港经济政策的
研究所所长，继而将之发展成为亚洲知名的政策研究所。除了透过带领其年轻博士
生研究员为中国、香港和亚洲提供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和展开諸如大湾区、一带
一路和国内产业政策等新课题外，亦可为中国及香港培养能负起重任的下一代政策
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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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政策贡献 

相对于一些过度著重学术产出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叶博士四十多年来一
直深信「经济学」为「经世济民之学」，以至不但其学术著作全和经济政策有关，
更持之以恒累积了四十多年的经济政策钻研心得，并透过不同渠道作出政策贡献。 

以下是叶博士过往较重要经济政策贡献的抉要: 

1. 叶博士在 1997-98 年任职中银港澳管理处期间，作出了以「汇兑保证」重新
激活「抛补利率套戥」和将港息拉回美息水平的建议，此建议在 98 年 9 月
初被香港金管局采用，随著港息因此政策大幅回落至当时约 6%的美息水平，
僵持不下的「官鳄大战」亦得以结束，并使到沽空的对沖基金不敢再犯。 

2. 在 2002 年，叶博士先在《信报》撰文，继而建议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发展「高
就业」、「高增值」和香港有优势的「旅游业」，来解决当时香港的「高失业」
和「缺乏增长点」问题。此建议当时确实协助香港从衰退中复苏。无奈其后曾
荫权一任房价和铺价飞升，以至发展旅游业的大部份收益，最终尽归地产商和
炒铺者之手，旅游业者、相关零售业者和市民最终只是「多份工打」。 

3. 2001-05 年期间，叶博士就新加坡和香港汇率制度出版了多篇权威性学术期
刊文章、和一本被视为经典的书。除了在新加坡金管局发表了多个政策讲座，
一些汇率政策建议亦被其后成为新加坡副总理及财长的尚达曼先生所采纳。 

4. 叶博士于 2004-07 年在《信报》和《联合早报》发表了百多篇中国汇率制度改
革和银行改革建议文章，这些建议最终被人行采纳，协助中国成功实行了过渡
期和中期汇制改革、及成功使中国银行逐步壮大至现今水平。当时的人行也派
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名司长来新加坡与其联繫，以致其后的改革建议文
章手稿，会先在人行货币政策司传阅，然后才在报章刊登。与此同时，新华社
新加坡分社亦联繫了叶博士，将其建议文章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国领导层。 

5. 在 2006-07 年三度被邀往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首次访问期间，透过回答相关政
策官员咨询，成功劝止了人行和外管局建立人民币期权和期货市场的打算。在
其后两次 Keynote Speeches 中，叶博士亦分别提出能降低当时非法资本流入所
造成的货币增长之短期及长期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最终被人行和外管局采纳。 

6. 在 2006-07 年，叶博士通过新华社上报中国领导层的「内参」，劝止了当时中
国证监设立「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推出，从而避免这两个新产品被用
来刺破当时的股市泡沫。无奈中国证监数年后又推出这两个产品，以至协助造
成了 2014 年的股市泡沫及其后 2015 年泡沫爆破的更巨大杀伤力。 

7. 在 2006-07 年，透过往访人民银行、约见香港交易所总裁、去信香港财经事务
局、和在中港报章撰文(《明报》、《信报》和《21 世纪经济报导》)，成功劝
止了当时即将在香港推出的人民币期货市场。无奈2012年港交所偷袭推出此市
场，从而容许对沖基金在 2015 年人民币危机、2018 年和 2019 年两轮中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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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透过在此市场的操作，引发当时人民币汇价和 A 股股价互相拉扯向下
的恶性循环，在 2015 年更造成中国严重资本外逃和大量外汇储备流失。 

8. 在 2006-07 年期间，叶博士一直通过报章评论、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报文章、和
新华社的内参，建议中国须阻止当时的股市泡沫持续扩大，虽然期间一波三折，
最终还是能在 2007 年 9 月以「中国股市泡沫可毁国运」一文，成功游说胡锦
涛主席出手整治当时的股市泡沫。 

9. 在 2006-07 年，叶博士将其「人口老化」将造成新加坡「公积金净流出」和削
弱新加坡「管控新元汇率能力」的学术研究结果，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
并将研究结果和将新加坡退休年龄由 55 岁改至 65 岁的建议寄给李显龙总理。
该建议最终被采纳，从而协助新加坡其后每年 55-65 岁的劳动力能被善用。 

10. 在 2008-09 成功游说中国政府，在美国金融海啸影响冲击到中国经济之前，推
出超扩张性财政政策 (即其后的四万亿财政刺激) 和量化宽鬆。这些政策的采纳，
最终协助中国只经历经济疲软，避免了类似美国的严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 

11. 在 2007-12 年发展了如下两个新理论架构: (1) 包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亚洲
房市特性和新理论架构; (2)房市泡沫在「孕育期」、「发展期」和「最后期」
的特性、理论架构、和不同时期所需采取的压抑房市措施。并在2012往访及成
功游说新加坡金管局推出第五、第七和第八轮压抑房市措施，从而阻止了新加
坡房市出现类似香港的巨大房市泡沫。无奈在两度往访香港金管局时，当时的
陈德霖没决心处理问题，以至造成香港房价严重偏高和加深市民蜗居问题。 

12. 2007-12 年期间成功游说胡锦涛主席以大量公营房屋供应 (包括新推出的两
限房和廉租房) ，解决中国房屋问题，并将增建目标写入五年计划。胡主席
亦为此成立了中国住房及城乡建设部，无奈地方政府其后未有积极配合。 

13. 为纠正人民银行在 2015 年未经详细论证就推行汇制改革所造成的人民汇率
危机 (包括严重资本外逃、大量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暴挫、A 股闪崩、和四
者间的恶性循环)，叶博士在报章及学术期刊文章详细解释了此改革的致命
失误，并建议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汇制设计。 

14. 由于在 2018年和 2019年两轮中美国贸易战期间，再度出现大量资本外逃、
人民币汇价和 A 股股价相互拉扯向下的恶性循环，叶博士在报章撰文指出，
其主因是源于人行在多年放宽资本控制时所造成的资本外逃漏洞，人行只须
堵塞这些漏洞，将不会出现上述恶性循环。相反，若不堵塞漏洞，问题将无
日无之。最终人行无奈地依建议堵塞了这些漏洞，危机亦得以解除。 

此外，叶博士亦在新、港报章和「内参」文章，以「修昔底德陷阱」点出中
美贸易战和美国围堵中国的本质。 

15. 在香港政局动荡期间，透过多个上报「内参」（其后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
和香港《信报》刊登），投诉香港政务官的私心会阻碍政局重归稳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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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是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最大障碍，并成功游说中国领导层责成香港政
府，将解决香港房屋问题列为头等政治、经济和民生任务。 

16. 在 2021-22 年，叶博士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和 Business Times，以两位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指出美联储局鲍威尔的
政策失误，已拖累环球经济进入「中高通胀年代」。期间亦应中国驻新加坡
大使馆政务参赞的邀请，写了一篇有关环球通胀的上报文章。 

2022 年第四季再在新、港报章撰文，解释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前期货币政
策失误、和后期联储局众理事主导的快速加息，是纠正鲍威尔失误和压通胀
的必要一步，并提醒市场当时仍严重低估最终加息的幅度、联储局须维持高
息的长久度、与及成功压通胀所需的经济衰退代价。 

17. 在 2022 年中烂尾楼和「停贷事件」爆发初期，透过中央电视台新加坡分社
上报的「內参」，指出最佳的处理方法是责成人民银行提供所需资金，以协
助地方政府完成「保交楼」任务，将问题局部化(localized) ，避免问题扩散
至其它领域、和引发后续社会和政治风险。在 2022 年末则透过中国《经济
日报》新加坡分社上报的「內参」，分析当时的「金融十六条」能否达到
「救房企」和「救经济」的目标，继而作出一些有效政策建议。 

18.  近年经常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访问，就中美贸易战、
俄乌冲突、和美元霸权发表经济意见和评估。 

19. 2023 年 3 月开始逐步透过《明报》、特首政策组及其它渠道，就香港的房
屋政策、医疗政策、经济发展政策、楼市泡沫爆破风险、金融风险、… ， 
发表一系列重要分析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