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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作危言耸听之辞，不作哗众取宠之态；不作愤世嫉俗无谓的空喊；不作盲目乐观夜郎自大之空想；
也不隐讳我们自身的问题和不足。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巩胜利，资深媒体人、学者章夫，著名作家、社会
学家雅兰所著的《中国很高兴》对《中国不高兴》一书做出了回应。
本书横跨政治、经济、金融、历史、文化多个领域，为我们展望了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机遇，提出
了以“中国机遇论”取代“中国威胁论”的主张；重新梳理了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的路线图和大国
崛起的路径。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时代正在来临！
虽然我们步履维艰，虽然我们有时也不被理解，虽然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很高兴，因为
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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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
国学社特约“资深中国问题学家”。
在国内外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的最可
怕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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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代序）第01集  “人民币”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
一中国　世界“三元”初长成　相对于美元与欧元，人民币必须走自己的路　人民币之变，怎样变？
　迎击人民币世纪挑战　人民币，从美元世界分一杯羹？
　“三元竞流”已成雏形？
　香港成为“人民币区”的四大理由　“直通车”的铃声何时响起？
　共和国总理说，这件事情“非常艰巨”　港币与人民币的悖论　就像一个隔山买“牛”的买卖　人
民币困局：橘子不是苹果　人民币国际化还没有真正上路　人民币国际化的首选之路，是人民币“完
全自由化”　诡异的美元在海啸中升值？
　美元升值，对美国经济并不是什么好事第02集　G8、G20、GX和中国的抉择　G20的期望：“建立
世界新秩序”的历史性会议　奥巴马还没有功夫临门一脚“洞穿球门”　G7的任务和G8的使命　G20
是怎样催生出来的？
　中国全球战略和全球观的漫长历程　G7（G8）和G20身后的中国　峰会谱系图：布朗的G20？
中国的G27　G20峰会之后，能否峰回路转？
　昨英镑今美元，怎样的历史轮回？
　变化的外汇储备与早晚要来的美元大战　中国被动应战美元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改变美元的
根源　把鸡蛋放在“世界币”的篮子里第03集  “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60年的启示　新世纪美国版“
多米诺骨牌效应”　次贷危机真正卷土重来　次贷危机之后的“两房困境”　政府接管，重回商政一
体时代？
　经济退潮，对中国有多大冲击？
　“次贷危机”改变了232年美国哪些历史？
　美国黑洞到底有多大？
　多米诺旋及富国第04集　亚洲金融危机世纪再回眸　对话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灾难”横扫这美
丽世界  富国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　土耳其“金融危机”杀进21世纪　巴西“金融风波”出现绝景
　那年香港差点“玩完”　泰国平地遭遇“金融风暴”　“金融危机”墨西哥首发　中国经历了“泡
沫经济”　广东“二平”“金融危机”之痛　“信心中国”的举世期冀第05集　WTO框架下的“中国
机遇论”？
　“中国威胁论”？
　中国寻觅大国崛起之精妙良方　大国之谜的另一个答案，就是体制创新　“血腥胎记”与“中庸胎
记”之间的“天下映照”　孟子对“大国”概念有精辟的表述　帝国日落与大国崛起的理由　“开启
民智”与“窒塞民智”　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一样普及　世界新秩序下的丛林时代　过去150
年间，大国有兴有衰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画卷　中国崛起之路明晰的路线图　强国逻辑　或许《大
国崛起》的价值，正在于适合被“误读”  我们还想回到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吗？
　逗留WTO客厅5年后的中国路径　大国崛起，最终目的是为百姓谋福利  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
免的历史法则第06集  “山寨中国”的现实困局　“山寨制造”幕后玩家　需求催生“山寨”潮　“山
寨春晚”给谁一个耳光？
　欧洲17世纪的“山寨中国”热第07集  当诗歌仅仅成为一个时代的发泄工具　这是一个以作家为丑的
时代　内忧外患，我们的文学批评在哪里？
　一个丢失文化的时代，我们已经找不到自己了　诗歌·文学都成了裆下之物　现在的社会，知识分
子有多丑陋　除了赵本山，别的春晚节目都可以让我睡着第08集  汉语政治：世界进入盛世“汉”代？
  “孟母堂”的堕落和“国学”的兴起　“汉语保卫战”PK“世界汉语热”　语言是国力“坚挺”的
风向标　汉代风范的“韩国符号”　“文景之治”的文化标本价值　天问：是谁遗弃了国学？
　读经运动，中华文化最好的储蓄方式？
　礼仪文化的历史远影第09集　大喜大悲后的“公民社会元年”　大悲大喜中骄人的自愿者群雕　西
方怎么看中国民间力量　不经意间，中国人给世界上了一课　伟大的透明和国家的成人礼　首部公民
社会蓝皮书催生公民社会　2008：一个国家的集体公关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很高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很高兴>>

章节摘录

　　第01集 “人民币”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一中国　　21世纪，若真
要实现一个强大中国崛起的话（中国“崛起”是唯一的大前提），那么人民币未来有两条必经之道：
一是像美元那样形成人民币的货币区；二是像欧元那样成为另外一个货币区。
　　历史地看，人民币加入美元区或欧元区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只有建立一个能与美元、欧元并行
的人民币区，才是中国及13亿人口的历史归属（否则会有另外一种“世界币”）。
倘若中国与周边诸国家的经济贸易用人民币进行交割、支付，那么人民币走向国际就应该是水到渠成
⋯⋯　　2008年及未来的岁月里，全球进入美元、欧元与人民币等需要平衡、需要共赢、需要共生、
精诚合作的历史新时期。
　　2008年9月15日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世界货币一花独放人类悖论的必然结果。
　　叩问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一些渊源和逻辑关系；透过历史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一国货
币的地位变迁，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变迁。
　　很早以来，中国一直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长期停留在经济专家所说的“秤（称）量货币”阶段。
所谓“秤量货币”，经济学上的解释，是指货币金属没有成为有固定重量的铸币，不是按枚流通，而
是按重量计算，每次使用都要经过称量。
中国的秤量货币白银，以两为计算单位，故也叫“银两制度”。
有专家称之为“银本位”。
　　就世界范围而言，银两制度是一种相对落后的货币制度，同西方的差距很大。
19世纪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时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叶世昌称，金本位制以英国实行得最早，开始于1816年。
其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则实行于19世纪70年代后。
　　中国开始重视货币本位问题是在20世纪初，萌发于清廷分别和英、美、日订立通商续约之时。
　　起初，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货币标准不统一很不以为然。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史实，光绪二十八年，清朝和英国订立《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
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
”次年订立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有类似的条文。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个条约是促使中国考虑建立本位制度的重要推动因素。
叶世昌教授也认为，中国称法定货币为“国币”即始于此。
　　中国近代百年金融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次改革，而其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最深远的当
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中央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
在建立金融垄断的过程中，改革币制是个极为关键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历经6年酝酿，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5日颁布“废两改元布告”，标志着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银
本位时期，使多年来因货币紊乱妨碍工商业发展的现象告一段落。
　　然而以银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操纵于外人之手，致使世界银价的涨跌，都会给中
国经济带来极大影响。
果然，“废两改元”后不久，1934年即发生了白银风潮，由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引起的世界银价上涨，
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王允庭研究透露，当时海关统计，1934年所流出的白银共达25，990多万元
，这还不包括走私白银。
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
行。
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
据中国征信所统计，仅1935年中秋节前后10天内，上海商号一下子就倒闭了166家。
资金的外流又引起国库收入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这样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社会各界均受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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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击。
　　面对银本位制度已崩溃的现状，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谋求币值稳定，加强金融垄断与控制，国
民政府采纳了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施行法币布告》，实行法币政策——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
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
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仍准照常行使，但以现行流通总额为限，不得
增发，由财政部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收回；　　设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管理纸币发行的准备金；　　
有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银币或生银等，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　　旧有以银
币订立的契约，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　　为稳定汇价，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
汇。
　　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顽症得到改变；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得以制止；各
大城市的物价普遍出现平稳回升；对外汇价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趋向好转。
　　当时报刊报道：“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
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
复、发展。
”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币改革意义重大。
中国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历史悠久，然法币政策前世界金银比价的激烈震荡，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
失。
法币政策的实施，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白银的角色从货币变为商品，使世界银价的涨
跌不会对中国货币发生大的影响，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但纸币代替了银币，又为日后国民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时期，货币发行十分混乱，凡经核准的官办、官商合办、商办银行均可发行纸币，不但量大
且流通范围有限，不利于商品的流通。
法币政策后，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由三十家集中到四家，1942年再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
这次改革不　仅统一了主币，而且还有效地整顿了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辅币——全国各地各种式样的
铜元，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辅币，促进了流通，方便了交换，从而完成了中国货币的统一
大业。
　　某种程度上讲，法币政策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地位的真实反应，带有半殖民地依附宗主国的深
刻痕迹。
　　世界“三元”初长成　　美元，代表着美国3亿人口及200多年来美元区所有人富强的根本利益；
　　欧元，代表着欧元区13国人口的财富利益；　　人民币，代表着这三种货币区域中最贫穷、全球
规模最大人口区域13亿人生存、发展的最大利益。
　　假若能有一种“世界币”能融合这三种或更多的国家货币、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天下的大
好事？
！
　　自19、20世纪及21世纪以来，英镑、美元各分有100年历史，曾经是全球第一商业帝国、全球使用
的唯一的国际货币轮流坐庄，但如今才近100年一花独放的美元时代一去再不复返；新兴、一出生就是
自由货币的欧元将满10岁，有3亿多人口使用，但欧元是非主权货币。
　　欧元是目前唯一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欧元能夺取未来世界的半壁江山吗？
人民币走过了60年的岁月，2008年随着奥林匹克来到中国，这就预示着“人民币”也开始走近“元年
”，也开始自中国国门逐步走向世界，却有13亿多人口使用。
　　美元、欧元、人民币会成为世界“三元”鼎立的货币吗？
而未来世界又怎样玩转这“三元”？
使未来世界这货币“铁三角”成为全球主流流通、无阻抗的世界性货币？
人民币能与美元、欧元那样同行于这世界吗？
能像美元、欧元那样让未来世界成为自由货币的天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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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一种“世界币”能取代这“三元”，而“世界币”又何时才能让全球真正共享、公平来到今日
世界，绝非像美元那样一花独谢呢？
　　2007年至2008年，中国除了选择人民币在国内外市场的加速升值策略之外，　还有更真实、更切
实可行、更有利于中国国家和13亿公民的策略是：对外，人民币升值几乎是欧盟、美国等众大国异口
同声的第一必需。
但中国还要实施多花外汇美元、欧元的措施，使“顺差”的大量外币尽可能开销、花出去，以从根源
上减少美元、欧元，平衡美国与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顺差”。
而对内的理论实践现实是：花掉顺差的欧元、美元，比加大人民币升值步伐更有悠远的中国和国际的
真实意义；中国采取尽可能平衡对外贸易“逆差”策略之外，就是减少人民币与人民币升值的对外压
力，更重要的就是提高国内13亿公民的收入水平，就是增加财产性收入，使其与“外汇储备”同步增
加、提高所有公民收入的水平。
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与国际社会的差距逐步缩小，去尽量平衡、同步前进，才有可能一个台阶又
一个台阶，平稳地走上国强民富之路，才能让中国人真正走上有“财产性收入”的康庄大道。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很高兴>>

编辑推荐

　　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我们高兴，因为我们正在迈进大国俱乐部的门槛⋯⋯我们高兴，
恰恰因为我们真实地暴露了那么多的不高兴，所以，我们有了释放和从容⋯⋯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巩胜利，资深媒体人，学者章夫，著名作家、社会学家雅兰倾情奉献。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时代正在来临！
我们为什么不高兴？
我们赁什么不高兴？
　　　　之一：唯有人民币可能替代美元。
　　随着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国际大投资家罗杰斯等人看好人民币，放言
未来唯有人民币可能替代美元。
在此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竭力主张我国政府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是否已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准备？
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概率和风险有多大？
什么样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
现在可能是，谁的金融市场发达，谁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
　　　　之二：全球金融海啸是一次重大的中国改革契机。
　　令全球关注的2009年中国“两会”落幕之后，“两会”再次巩固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挑战的
政策共识，即通过快速有力的政府投入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同时着眼长远，加强“农田水利、铁
路、高速公路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并非只是应对危机而无关改革的权宜之计，恰恰相反，它们不仅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内容，而
且提示着未来中国改革进程的新方向。
此次全球金融海啸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在全面刷新中国对现代市场经济认识的同时，也在探索着
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
　　　　之三：中国过早扮演领导角色，对自身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好处。
　　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外汇储备最多，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也较小，似乎只有
中国才具有能力拯救世界经济了。
因此，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然而，外界看到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却忽视了中国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
郑永年坦言，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力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担任国际领导者的
角色。
中国过早扮演领导角色，对自身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好处，至多只能是满足一下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
　　　　之四：中国要和平地崛起。
　　世事诡异。
不追求对外强大而致力于内部善治的国家，最终却持久地强大，而一心要迅速强大的国家，最终却走
向了毁灭。
或者可以总结出一条历史的经验性法则：直接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为目的而设计其政制的大国，其崛
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拆台脚的，它可以迅速地增强力量，但最终却可能以失败告终。
相反，若以追求内部的宪政秩序为主要原则来设计体制，则该体制顺带产生的国家力量，将更为强大
而持久。
这正应了老子的政治智能：“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之五：WTO 框架下，“中国机遇论”应取代“中国威胁论”　　在入世五年后，我们可以
看到，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改革的进展都令人
鼓舞。
WTO协议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承诺，“外交无小事”，事关政府形象和国家荣誉。
而外部世界也对中国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当被问到给中国履行承诺的情况打多少分时，前欧盟贸
易代表、中国入世最强硬的谈判对手之一、现任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脱口而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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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六：“如果你想领先别人，就学汉语吧！
”　　这是《时代》周刊对全球正在兴起“汉语热”的评价。
 “汉语热”昭示着伟大中国日益强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金融危机的到来，无疑是给了汉语一个
发扬的机会。
中国经济的平稳，让世界瞩目。
目前格鲁吉亚亚非学院的第一大系便是中文系，而原因就是格鲁吉亚目前就业形势不乐观，但中文系
的毕业生全都找到了工作，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英语、德语等西方语言专业。
　　　　之七：山寨文化说到底，还是一种民间文化，是产生于大众的需求下的。
　　名人们要打击盗版，扯着山寨不放；人们要批判抄袭，又扯上了山寨。
总之，山寨就是和假连在一起的。
谁规定春晚舞台不许有老百姓，谁规定电视剧只能明星演绎？
山寨文化是在老百姓对多元文化的需求下产生的，只是不知是谁，那么不客气地把山寨一词，写在了
民间文化的脑门上。
　　　　之八：文学的冬天里，诗歌只是一个替罪羊。
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
　　现今的时代，喧嚣得就像一个大蒸笼，内部的繁杂就是一个焦躁的世界。
人类的声音被淹没了。
有的人挣扎嘶鸣，有的人极度呐喊，他们宣泄的唯一目的是能引发关注，或是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忽略自我的时代，所以全民都在阐述自我的主题。
他们以网络为扬声工具，写博客传邮件，还有QQ和MSN。
发言的渠道宽广，场面更加喧闹，人人都能够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之九：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的民间力量从主观意愿上丝
毫不亚于美国那样有强大慈善组织的国家。
在北京奥运会准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国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更是
让人刮目相看。
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上公开亮相，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新形象。
2009年初，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编的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发布：中国已经迈
进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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