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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作者陶冬近年的财经评论文章结集，分七个部分，分别从中国宏观经济，全球经济，产，个人
投资，房地产业、油价、汇率等几方面分析财经热点问题。
作为投行经济学家，作者的文章冷静犀利，催重于用数字说话，文风简洁明快，适合于对中国经济感
兴趣的读者和经管类师生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热点透视>>

作者简介

陶冬，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连续多年入选美国《机构
投资者》亚洲区优秀经济分析员排名榜。
他个人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分析。
在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之前，陶冬博士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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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发展中国家里，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倒挂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多数以国家财政补贴的形式拉
平。
中国这种依靠商业公司来补贴价格差的情况实不多见，这和两大石油公司的国有历史渊源分不开。
然而如今石油公司已经上市，除了国家大股东利益和社会道义之外，还有其他股东的利益，矛盾于是
产生了。
    政府在对石油公司的立场上，态度是矛盾的。
一方面要求上市公司按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运作，提高企业管治水平，为股东服务；另一方面要求他
们为政府解忧，为社会无条件地作贡献。
这是不切实际的。
所有上市公司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但同时它们不是慈善机构，不应该也不可能无条件、无时限地为
政府买单。
当然，如果石油公司在利用其垄断地位，兴风作浪，那就另当别论。
政府大可引入新的竞争对手，打破垄断。
不过面对高买(石油)低卖(汽油)的赔钱生意，未必有多少新对手愿意“趟浑水”。
    油荒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价格系统的错位。
石油市场价、汽油管理价下面的尴尬，也反映了体制上的错位：上市公司既要遵循市场游戏规则，又
必须服从政府计划性的管理。
这与时下的电荒如出一辙——市场煤、计划电，既要市场又要管制。
    这便应了阿玛蒂亚·森的理论。
今天的油荒、电荒是体制上的问题，是人为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在处理“两荒”问题上十分努力尽心，但在做法上却常常是反市场的，试图在行政管理之
上加上更多的“条框”。
体制问题不解决，政府捂住的结果只能是今后更大的油荒、电荒。
    政府的价格管制，表面上起到了平抑物价、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实际上在制造价格扭曲、资源错
配，所带来的长期经济代价十分沉重。
中国是一个贫油国，汽车消费却在走美国的路。
工厂自备电机却在烧柴油，理由是国内油价便宜。
油品需求疯涨后，无论买石油还是买油田，在国际市场上都任人宰割。
明明缺电，电解铝和其他重化工业投资却争着上，背后是电价便宜。
当这些产能形成后开始争电、争煤，受影响的是出口企业和人民生活。
为什么中国的用电效率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人为的低电价是原因之一。
    政府未必有上帝般的智慧，却有上帝般的权力。
轻率地使用权力、扭曲体制，便可能出现阿玛蒂亚·森笔下的饥荒，或其他什么“荒”。
    P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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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缺电、缺油、缺煤，今年以来，此类信息见诸报端的频率不断升级，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重要能源的紧缺正逐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电力供应不足，中国二十四个
省区市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限电拉闸现象；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去年中国石油消耗超过二点
五亿吨，由于国内资源有限，进口石油九千万吨⋯⋯    中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而前面的
障碍也越来越多，本书作者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早前就多次撰文预言中国经济
即将遭遇供给瓶颈，而今这样的担忧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事实。
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看似经济热点、发展的大好势头，背后都会隐藏危机，且听听作者是怎么看破这些
隐藏着的发展隐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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