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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盛预言能否成为现实？

　　“中国模式”延续奇迹究竟还有多少障碍？

　　新兴市场国家到底将重塑整个世界，抑或只是让世界轻轻一震？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
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
度、日本、巴西、俄罗斯。

　　在这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了奇迹般的崛起之旅。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却持续上涨，投资者
显然正在被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增长前景所吸引。

　　作为定期为《金融时报》撰写专栏的经济学家，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于2011
年出版的新作《谁搅动了世界》为我们彻底解剖了一次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并特别解读了围
绕在中国周围的诸多疑问。
这本书详细探讨了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但也同样讨论了包括东欧国家和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
对于新兴市场以及无处不在的投资者和企业来说，马格努斯为他们彻底解剖了一次新兴市场。
在本书中，他从商品价格谈到气候变化，从人口优势谈到未来趋势。
作者告诉我们，未来十年，面对经济失衡、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难题，“中国模式”靠
什么才能走得更远。
作者还告诉我们，未来十年，面对经济失衡、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难题，“中国模式”
靠什么才能走得更远。

　　高盛的预言似乎正在现实。
面对遭遇经济困境的美国与西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到底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抑或只是
让世界轻轻一震而已？
翻开本书，你将找到答案。

　　《崛起》是一本任何一个关心全球经济的未来的人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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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
　　◎最早预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专业人士之一
　　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
）是伦敦USB投资银行的高级经济顾问。
之前，他是USB首席经济学家；一直在瑞士联合银行，华宝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乔治·马格纳斯作为关于金融危机的长期后果一名公众评论家而知名，很受尊重。
2008年他的第一本书《老龄化：人口统计特征是如何改变全球经济和我们》由Wiley
出版公司出版。
他在伦敦居住、工作和写作，已婚，有四个小孩。

　　乔治?马格努斯是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
他在伦敦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同时在伦敦皇家理工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经济学。
1987年至1995年，马格努斯一直担任华宝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97年，马格努斯成为瑞银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而从2004年至今，他则一直担任该银行的高级经济顾问。

　　同时，马格努斯也是一位国际知名评论家。
长期以来，他一直为《金融时报》定期撰写专栏文章。
他被公认为最早预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业内人士之一。
2008年，他的第一本书《老龄化时代：人口特征如何改变全球经济和我们的世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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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金融时报》推荐 被搅动的世界并未因此而动摇
序 言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
金融危机未必是坏事
新兴者将重塑世界还是昙花一现？

第1章 探寻崛起之谜
　今天，新兴市场国家们纷纷崛起，尤其以中国的崛起最为世人瞩目。
这一切是在因循天道有常的历史规律，还是另有原因呢？
未来10
年，“中国模式”的奇迹还能继续吗？

　尘封的光荣史
　亚洲巨龙为何丧失经济优势？

　欧洲的繁荣是抢来的？

　技术创新，中国关键缺哪环？

　未来10 年，“中国模式”靠什么走得更远？

第2章 崛起者的真容
　新兴者争相崛起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与利益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到底能走多远呢？

　新兴者简史
　全球化：新兴者的蜜糖还是砒霜？

　世界级企业：新兴者的崛起助推器
　人口红利：新兴者的新驱动力
　新兴者真的有那么强大么？

　新兴者到底能走多远？

第3章 金融危机的启示
　到底谁该来为金融危机买单？
危机过后，新兴市场国家为何能够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的债人？
而我们又能从这场危机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次贷风暴：繁荣终结者
　全盘崩溃的“明斯基时刻”
　谁应该来为这场危机买单？

　非理性繁荣背后的真相
　新兴者如何成为全球经济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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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

第4章 一触即发的游资
　回顾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虽然表象不同，但诱因似乎都是一样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个难题呢？

　暗流涌动的全球贸易失衡
　不同的危机现象，相同的危机诱因
　拷问中国的高外汇储备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民币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变局？

第5章 后危机时代的困局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困局，新兴市场国家似乎又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印度能否成为“亚洲的美国”呢？
新兴者们能否打破历史的魔咒？

　信贷潮和投资潮的背后
　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新兴者经济发展趋势的独特性
　印度会成为“亚洲的美国”吗？

　中国再均衡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否已到了“刘易斯拐点”？

　如何再造“中国模式”神话？

第6章 “老而愈智”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人口优势与技术创新显然是评估一个强大国家的实力标杆。
因此，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的挑战呢？

　人口因素的重要性
　打破“马尔萨斯触点”的诅咒
　老龄化阴影笼罩全球
　中国人口结构承受的三重打击
　印度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得技术者才能得未来？

　谁是真正的全球科技霸主？

　亚洲科技巨龙如何真正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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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气候变化的难题
　面对各种扑朔迷离的“气候灾变论”，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
新兴者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呢？
这个死结真的无法解开吗？

　解开全球变暖与经济增长的死结
　言过其实的气候恐怖论？

　为什么气候难题如此棘手？

　我们身处于怎样的现实之中？

　危在旦夕的生命甘露
　如何应对无法预测的灾难引爆点？

第8章 未来崛起之路
　纵观世界历史，真正的强国总是离不开地缘、法治及完善制度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还是衰落的定论是否为时尚？
对于新兴者而言，是否有比称霸世界更为重要的东西呢？

　中国，下一个归来的王者？

　为什么说真正的强国离不开法治？

　“被衰落”的美国从未被超越
　难以预测的中美关系
　被搅动的世界将通往何处？

　全球经济稳定之源，还是震荡之本？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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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探寻崛起之谜Back to the Future?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历史上皆有过经济辉煌期，但在公元1500年
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近代欧洲独领世界荣光的历史序幕，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则走过了黯淡阴沉
的数百年。
如今，新兴市场国家们重新崛起，尤其以中国的崛起最为世人瞩目。
这一切是在因循天道有常的历史规律，还是另有原因呢？
未来10年，“中国模式”的奇迹还能继续吗？
以前，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和中东国家确实是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多个世纪之前，中国便已成为
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公元1500年的中国都是毋庸置疑的强国。
尽管亚洲和中东在此前后也出现过其他帝国，但是在随后的300年里，中国即便算不上说一不二的主宰
者，至少始终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
1820年，中国在全球总产量中占有的份额依旧在1/3左右。
公元1500年和1800年始终被视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前者对应于欧洲大规模扩张军事及航海探险的狂潮，当然还有随后哥伦布的美洲大陆之行；后者标志
着中国开始相对落后于欧洲，进而走上绝对的衰退之路，并逐渐淡出国际舞台。
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开始陷入全面的经济衰退。
考虑到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农业、工业及社会组织等领域始终领先于欧洲，因此，认识这个衰落过程
的原因和方式意义非凡。
本章的目的在于探讨认识当今的崛起是否会把我们带回那个早已被尘封淡忘的全球体系以及它带给我
们的教训。
换句话说，以往200年里整个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是否只是2000多年来政治和经济史的
短暂偏离呢？
这其中的重要性出于如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能在全球经济海洋中掀起波澜
的并非只有中国。
显而易见，国际经济格局的天平正在向亚洲倾斜，既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包括作为
全球制造业中心的韩国、马来西亚以及目前的越南。
其次，目前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GDP增长、出口额、资金流及基础设施开发之类的简单经济指标来衡
量新兴市场国家对欧美和日本的快速“赶超”。
但真正决定如何构建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还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人口和制度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在考虑中国将如何塑造或者震动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看看东方世界左右国际权力
格局以及欧洲崛起并主导国际体系的两个重要时代。
尘封的光荣史西方国家并不太关注世界历史上曾有过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
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便已达到了古罗马帝国的发达程
度，实际上，写下200年辉煌篇章的中国汉朝甚至比耶稣诞生的历史还早，也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并不
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都听说过中世纪的人类生活、王室的世袭继承、十字军东征、黑死病肆虐欧洲、1683年的“维也
纳围攻战”以及其他历史事件，但对它们发生时的地缘政治背景却知之甚少。
几乎没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史。
至于西方世界如何走到今天，不过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事情，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经
历16 世纪葡萄牙的兴盛，17 世纪的荷兰和18 世纪的大英帝国，历史便一帆风顺地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及
欧洲列强的独霸世界。
但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版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几个世纪以来，构成欧洲的国家不过是一些令
史学家兴趣盎然、但却长期陷于战乱的社会，他们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几乎无足轻重，完全游离于一个
相互关联的多极化全球体系的边缘。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明朝（1368—1644）、波斯帝国（萨菲王朝，1500—1722）、印度（ 蒙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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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1526—1850）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远比欧洲更为强大和重要。
相比于这些地域辽阔、由至尊无上的君主或宗教领袖统一起来的文明社会，欧洲则深受地理环境的制
约。
在欧洲大陆，北面、西面和南面是无边的冰原和水域，东面则易受到攻击，再加上大陆内部的水系和
山川，使得欧洲国家在地理分布上显得支离破碎，或者说，欧洲大陆本身就是一块被群雄所割据的领
地。
亚洲及欧洲的人口特征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经济发展历程，因为人口增长通常都伴随着更高的
产量和更大规模的军队。
据估计，公元1000年，欧洲人口约为4000万，相比之下，亚洲的人口则达到1.7亿，相当于全球人口总
数的60%。
到公元1750年，欧洲人口达到1.4亿，而亚洲人口则增长到6亿，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68%。
显然，亚洲的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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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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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客观公正且颇具建设性。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他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
对非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则是他们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一部词典。
    ——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佘永定    本书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今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质上依旧保持
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特征。
假如马格努斯的观点没错，那么“金砖国家”的最终命运或许并不会如很多人设想得那般前途无量，
而是会像碎石块一样颓然掉落。
    ——《货币崛起》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尼艾尔·弗格森    本书以冷静缜密的分析，深入浅出
的描述和妙趣横生的语言，为投资者认识当下世界提供了一种价值连城并切实可行的工具。
    ——《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  吉莲·邰蒂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搅动了世界>>

编辑推荐

《谁搅动了世界》2022，中国能否位居世界第一？
金融危机、债务赤字、高福利开支，西方疲软态势尽显新兴市场强势崛起，中国能否迎头赶上，取而
代之？
经济失衡、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中国如何应对挑战？
衰落美国VS新兴中国，大国PK战到底谁能胜出？
英国经济学权威、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 最新力作为你全盘解答。
《金融时报》撰文解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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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客观公正且颇具建设性。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他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
对非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则是他们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一部词典。
——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余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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