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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北京滚滚人潮中的普通一员。
清早，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去挤公交车；傍晚，又拖着疲惫的身体融入下班的洪流。
    学习西方经济学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虽然在当时全年级有好几个人挂科，还有一大帮人在及格
线上苦苦挣扎的情况下，我是仅有的两个得“优”的学生之一，但大部分推理和演绎已经随着时间的
流逝被遗忘，深深刻在脑海中的是那几个基本的假定：“理性人——人都是利己的，每个人自发地趋
利避害，最终会达成整个社会的繁荣”、“效用决定价值——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不能交换也没有
价值”等等。
后来上了研究生，彼时西方“将政府市场化”的潮流袭来，又忙着在试卷和论文上论证在政府内部引
入市场会如何促进政府效益的提高。
那些假定，经过时间的打磨，加上一遍又一遍的论证，加上媒体的复述，加上周遭的现实，逐渐从“
假定”变成了“结论”，甚至变成了“信条”。
所以，曾经，公交车上有人打架无人劝阻我会觉得很正常——趋利避害么；谷贱伤农农民境况凄凉我
会觉得很正常——风险自担么；质量糟糕的商品大行其道我会觉得很正常——市场运作么。
我很少去关心类似“国家”这种抽象的概念，就像有的专家所说，钓鱼岛于我无用，有何价值?航母于
我无用，有何价值?⋯⋯    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些不再那么正常了，我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了?    也
许是“三聚氰胺”毒害了那么多幼小的孩子刺激了我的神经，因为我是一个妈妈；也许是我母亲独自
上街摔倒在大街上半天却无人伸出援手让我悲哀，因为我是一个女儿；也许是因为不知不觉中已经吃
了很多转基因食品才知道转基因有风险让我愤怒，因为我要为我家人的健康负责⋯⋯    当我还是小孩
子的时候，5分钱就可以买一个冰棍，我在路边看见乞讨的人，我给了他1块钱——是我好几个月的零
花钱；中学的时候，我看到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街边破烂的小摊一碗酱油汤下一个干馒头，我同情得
直掉眼泪；但后来我的心慢慢变得坚硬和冷漠，嘲笑自己以往所作的傻事和泛滥的同情心；现在，当
我放下这些坚硬和冷漠以后，我又开始冒“傻气”——我会认真地去关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大
事，因为我重新拾回了常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会努力去帮助那些也许并不认识的人，因
为我重新回忆起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传统。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一位冒着些“傻气”的作者——黄树东先生。
他身处异国他乡，却时时刻刻关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工作极其繁忙，却挤出时间写作，每每忙到
深夜；他写作态度严谨，仅买参考书一项都花掉几千美元；他对祖国饱含赤诚之心，字里行间充满爱
之深责之切的情感；他写书不为赚钱，甚至上一本书的稿费至今未领⋯⋯按照“理性人”的观点来看
，他不仅不理性，而且简直太不理性了，与机关算尽的银行家角色大相径庭。
    当冷漠已经成为人们的通病时，当专家利益代言已经被认为见怪不怪时，当个人主义已经被奉为信
条时，你一定能体会到这种“不理性”是多么可贵。
     但他的观点却相当理性并具有说服力，让我对那些曾经被灌输给我，现在又让我模模糊糊觉得不妥
的“信条”重新反思。
他指出，效用创造价值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工人运动而推出的“理论创新”，是一场针对劳动者的革
命，是一场捍卫既得利益结构和制度的革命——“效用信条”曾被塞进我的脑子，背后的故事却被忽
略不计，如今还在被一些专家往大众的脑子里塞；他指出，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许多潜在
的均衡点存在，其中一些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而另一些则相反，寻求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均衡点是
政府的责任——这又与高呼“政府后退、市场前进”的声音格格不入，与我所接受的“‘看不见的手
’自发地就能使市场达到均衡，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教育格格不入⋯⋯    黄树东先生在书中
真诚地为中国的中下层呐喊。
他说，不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是中国的中下层勤劳而不富有；他说，不是中国人节俭成性、舍不
得花钱，要为内需不振负责，而是中下层没有钱花或者没有足够的保障因此不敢花钱；他说，国企职
工工资跟随GDP增长不是应该被指责的而是值得欣慰的，要做的是把其他行业的职工工资涨上去，而
不是把国企职工的工资降下来；他说，要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不是要为分配不公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而是要真正下大力气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从我2010年的春节看到黄树东先生的第一本书，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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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向家人大声读出书中精彩的句子，到我约请他写作本书，再到目前本书即将付梓，他的观点在促使
我不断思考。
至于书的内容，相信拥有常识和判断力的读者，会和我一样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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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树东犀利观点
　　不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是中国的中下层勤劳而不富有
　　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经济政策不能不讲道德
　　不公平的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
　　“普世价值”在它的发源地代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却同民族主义势不两立
　　大多数人陷入不自由的时候，没有人能享有自由，包括专制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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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树东
　　他供职于美国知名银行
　　他在中国下过乡，又到美国“洋插队”
　　他早在2008年就提倡中国“去出口导向”
　　他是指出“美元寻租是美国霸权基础”的第一人
　　他做出的“美国为反危机会使美元贬值”等一系列预测已经成真
　　他被网友比作打破语义成规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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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2034，中国两种可能
　动荡年代
　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通往中国世纪的阶梯
　别失去我们的2034
　同危机赛跑
第一章 为什么中国的中下层勤劳而不富有？

　被绑架的中下层
　钱进了资本的口袋
　经济乱象的始作俑者
　钳制中国经济的“铁三角”
第二章 各国政府最刺激的任务
　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
　帝国的夕阳
　北非动荡烧掉了“华盛顿共识”
第三章 贫富悬殊是块活化石
　古罗马的陨落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罗斯福的“均贫富”挽救了美国
第四章 美国典当了自己的未来
　政府借钱，中下层举债的死胡同
　债务扩张难持续
　躲不开的低增长陷阱
　美国“回到石器时代”
　民意不敌金钱
第五章 五大经济学谬论
　分配不公是合理的？
解决分配不公会导致低就业？

　在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中进一步按要素分配来解决贫富悬殊？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
争取效益只好牺牲公平？

　市场会自动自发达到均衡？
均衡就等于效益？

　劳动不创造财富？
“效用”创造财富？

第六章 市场经济不是乌托邦
　批判市场经济的不只是马克思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常态是低效益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常态是非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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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同美联储对着干”
　谁不喜欢干预，不喜欢什么样的干预？

第七章 没有公平何谈自由？

　晋惠帝的“新古典”逻辑
　哪条路是通往奴役之路？

　“让落水者沉入大海的自由”你要吗？

第八章 没有公平何谈民主？

　权贵资本主义
　西式民主浓烈的金钱味儿
　洛克的“行”如何背叛他的“言”
　别说公有制就不能民主
第九章 没有公平何谈法制和言论自由？

　法律是手段不是目的
　言论传播：资源做基础，权力变迁为目的
第十一章 政治之手切分财富蛋糕
　政治的归宿是经济
　奖励遵守秩序的还是破坏秩序的？

　金钱民主好似夺命丹
　跛足前进还是两条腿走路？

　还原历史还是与时俱进？

　别把私欲神圣化
第十二章 增谁的税？
减谁的税？

　提高富人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
　“1－1＞0”
　降低税率历来是特权阶层的诉求
第十三章 国有企业大有可为
　被冤枉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战略优势
第十四章 复兴之路
　用社会价值约束赢利冲动
　黎民安，则天下治
　12字崛起之策
　西式民主导不出现代化
　中国的复兴
结语 救亡图存和追求公平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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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荡年代70年来最大的金融灾难，已过去两年多。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和房子，几千万中国人曾失去工作，经济萧条的阴影在
世界每个角落里游荡。
经济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也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动荡。
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将世界带入漫长的动荡年代一样，等待我们的将是另一个不短的动荡年代
。
许多国家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不平衡，许多国家间的外部不平衡相互交错。
面对这些问题，有远见的民族和它们的政治家，寻求的不只是不平衡的解决，而是如何以符合自己民
族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着眼的不只是如何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是如何防范未来的危机；胸中激荡的
不只是短期的潮起潮落，而是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因为，同任何大的历史关键点一样，动荡的表象下，是文明的较量，更主要的是利益的较量。
每个国家都面临自己的问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分配格局必须重建。
中国这样，美国也如此；发展中国家这样，发达国家也如此。
而左右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反思。
然而，有的国家却力图将自己的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
这种向其他国家寻求抽血的战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复杂性。
经济动荡，高失业率，低增长率，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现有的和潜在的主权债务危机；明刀暗枪的
货币战争；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哥本哈根会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等等，交织在一起。
世界经济面临重构：世界经济格局在重新划分，世界财富蛋糕在重新切割，世界经济结构在重新调整
，每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在重新界定，世界经济摩擦在不断增加，有人在经济困难和实力衰退的时
候加紧了军事布局。
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美元泛滥，美国潜在的主权债务问题，欧洲的债务危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
，非洲的动荡，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就美国而言，过去30年平均5年就有一次衰退或危机。
而且，每一次美元泛滥都伴随着危机。
这一次经济复苏是2009年开始的。
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几年找到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办法，美国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2013—2014这段时间。
如果历史是一种借鉴的话，2013—2014就是一个坎。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衰退或危机真的发生了的话，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抑或中国，都无法再像上一次
危机那样，能够以同样数量级的重拳反击危机。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上次反危机中，财政和金融系统都采取了数万亿美元计的措施。
以美国目前和未来几年的财政和金融状况看，已经没有能力复制。
而中国，在上一次反危机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帮助过美国。
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中国由于自己的经济问题，将很难再次以同等的力度帮助美国。
这场危机会从什么地方爆发，会如何爆发？
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不确定性？
到时候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
世界会不会因此有更多的动荡？
这种动荡的形式是什么？
它的冲击波会达到哪里？
谁会处于这个冲击波的核心？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而这些问题究竟会有多严重，只有天知道。
中国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解决自己的问题，化解自己的矛盾。
我们面临的机会窗口时间不长，而且每天都在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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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生有许多偶然。
    人们口中的所谓必然，往往是通过偶然之手实现的。
    这本书能够同读者见面，能够同读者以这种方式见面，要感谢偶然认识的一位朋友和她就职的单位
。
    大约是2010年初春，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的办公室遇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的编辑曹沁颖女士。
曹女士年轻敏锐，加上又是四川老乡，我们相谈甚欢。
临别时，她还送了我几本她编的书。
回来后，我拜读了这些书，获益匪浅。
而且，她写的编辑手记往往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非常耐看。
    大约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收到了她发来的电子邮件。
在那封邮件里，她其实给我出了一个题目。
本书的构思就开始了。
    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笔者看到和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
但是，由于不是职业文人，时间是我最缺乏的资源。
于是，我就列出一串小问题，每天晚上写一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写。
所以在结构上，可以说是信马由缰、杂乱无章。
本书的最终结构，都是沁颖编辑大刀阔斧调整的结果。
不仅如此，她提出了许多问题，使我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多做思考。
她和她的同事们为本书做了许多工作。
    所以，人大出版社的慷慨支持和大力合作是本书得以顺利面世的关键。
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基本观点同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不同的，批评了那种将市场经济和私欲神圣化的思潮。
我们发现公平是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基础。
我们还证明公平是中国的出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和必由之路。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贫富悬殊问题，我们提倡建立公平的、人道的、包容的市场经济体
制。
在近期内，我们提倡均贫富，抑豪强，严吏治，强中央。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同我过去的看法有许多不同。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实证的材料。
这本书的分析，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证材料基础上，力求公正客
观，实事求是，让事实说话。
当然，本书不是材料的堆砌，它关注的是这些实证的材料证伪了什么和证实了什么。
本书力求做到这一点。
至于做得怎么样，读者才是最终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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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的几个民族企业、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之
路。
——郎咸平 著名经济学家有少数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
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宏观调控。
本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批驳。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有人认为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西式）“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这种“好东西”未必能带来其他好东西，比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普遍幸福。
本书作者用美国的现实鲜活地说明了这一点。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黄树东呼吁给市场经济注入公正之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
——杨万东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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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你要警惕》：如果你对中国的现状失望，对中国的未来悲观，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它告诉你
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而且它告诉你这个机会身在何处；如果你认为中国已
经处于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太平盛世，你更要看看这本书：它告诉你前方还有许多陷阱需要警惕，只
有迈过了这些陷阱，中国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警惕 贫富悬殊撕裂中国社会；警惕 收入分配不公绑架中国经济；警惕 兜售“市场万能”代言利益集
团；警惕 高喊“普世价值”掩盖利益争夺；警惕 贩卖“金钱民主”固化贫富悬殊；警惕 吹嘘“联邦
主义”分裂国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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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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