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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幸福与无奈    我们的老百姓本来很知足，很“淡定”，并不贪心，要求的也并不过分，我们只
是希望收入多一点、物价稳一点、房价涨得慢一点，但是越来越搞不明白，为什么这点简单的愿望却
那么遥远。
    我们的老百姓不会像欧洲人一样去关心“财政紧缩”，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嫌自己的领导不够“务
实”，更觉得全世界为了智利的几个矿工获救那么“沸腾”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每年都有国民经济生活大调查，觉得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居然有38％，觉得自己一般的人
有40％，而至于觉得自己很幸福的，竟然只有不到4％。
那么，老百姓“淡定”和无奈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透过对比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老百姓在过去一年里都在为什么而激动，来分析我
们老百姓“淡定”背后的无奈。
    这背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我们为何不幸福？
我们为何无奈？
    最初看到“涨”声一片，我们就皱皱眉，可是“豆你玩儿”、“蒜你狠”让我们大开眼界，稍作平
息就来了“糖高宗”、“姜你军”，才怒吼了一句“苹什么”，结果“油你涨”、“辣翻天”来势更
加凶猛。
忽然我们明白了，“神马都是浮云”！
    为什么物价不停地上涨？
我们看到日化企业被有关部门约谈，但是在日化企业上游的“三桶油”却悠然自得；同样是抱怨，同
样是涨价，下游的日化企业动辄被罚款上百万，上游的“三桶油”却在涨价的“康庄大道”上飞奔。
还比如说持续涨价的机票，要知道我们国家的空运客流量不过是全球的10％，可是三大航空寡头的利
润却占了全世界所有航空公司利润的60％。
再比如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电价上涨潮，电厂的理由是煤价涨了，嚷嚷着必须涨价，否则就“停产
检修”，制造电荒，可是，你知道吗？
在电厂一年所需的16亿吨燃煤里面，2．1亿吨是自己旗下煤矿生产的，7亿吨是规定不许涨价的，而据
统计90％的燃煤都有稳定价格的供货合同，也就是说，电厂没有怎么增加成本。
所以，透过本书的第二章，我想请问：涨价，凭什么啊？
    让物价居高不下的，不仅仅是油价、电价，更要命的其实是“路价”。
全世界最多的收费公路都在这个神奇的国度，这些收费公路动辄收费三五十年，简直比贩毒还暴利！
由此导致，一集装箱的衣服，从上海运到纽约竟然远比运到北京还便宜！
超市里的一袋牛肉干，其零售价之中真正的成本不到10％！
因此，我决定在本书第三章一探究竟，而368万元的天价“过路费”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
看到了其中的蹊跷。
    正是因为这种神奇的成本之外的成本，我们竟然同时出现这边农村的菜价跌到白菜价，烂在地里卖
不出去，农民欲哭无泪，那边城里的菜价却还在天上，老百姓过日子都紧巴到买菜都得动一番心思，
只能无奈兴叹！
    城里的各种“租金”太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以白菜为例，农村一毛钱一斤，城里一块钱一斤，这多出来的九毛钱不是流通成本，而是城里的租金
，这个租金既有实际上的租金，包括蔬菜批发市场的进场费、铺位的租金，也包括我们各种管理成本
，比如城管、卫生管理、工商管理的成本。
    正常的市场中，如果农民白菜种植多了，菜价会便宜一些，比如说从五毛钱降到三毛钱，但是这样
价格下降会诱导老百姓减少购买较贵的蔬菜比如豆角，转而去购买白菜，这样，白菜不至于在地里烂
掉，而且不至于、跌到一毛钱这种比前期种植成本还低的价格。
这样，市场机制基本上是有效的。
可是，如果任由城里各种“租金”乱涨呢？
这样就会导致一连串的“市场失灵”，因为城里租金成本就有九毛钱，所以白菜的批发价就算跌到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郎咸平说>>

毛钱了，城里的零售价还是一块钱，这样城里老百姓还是不会抢购白菜，这样就算批发价再低菜贩子
也不会去农村收购白菜，这样就会出现一堆菜烂在地里。
这些都是我在第四章做的调查和分析。
    好吧，“三桶油”要涨价，我们也没办法啊，只能默默接受了。
可是，能给我们一个理由不？
现在的国际原油价格并不比2008年的时候高，可是国内汽油零售价却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
是什么让油价如此疯涨？
透过分析，我发现成品油价格里竟然一半以上都是税费，名目之多、设计之复杂，都能申请“吉尼斯
世界纪录”了！
而这些都会传递到“蒸蒸日上”的物价之中，最终由老百姓买单。
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
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更无奈的是，当年开征燃油税的时候，承诺是再也不收养路钱了。
可事到如今，燃油税要收，过路费也要收，而且越来越高。
好吧，就再忍忍，可是，油价也加了，税也收了，我们花这么多钱买油，可以了吧？
结果，“三桶油”却年年都上演“油荒气短”！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于是怀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研究了为什么年年都有“油荒气短”，我在本书第五章
和大家分享了我的惊天发现。
    涨价之后，让我们老百姓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三桶油”，更有我们的银行。
我就不懂了，人民银行不是应该保护人民的储蓄吗？
可是，为什么央行左一次加息，右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存款利息却始终追不上通货膨胀呢？
更让人无语的是，当初通货膨胀率没突破5％警戒线的时候，那么多专家学者都在热议什么时候破线
，可是破线了以后，这些专家学者怎么就好像一夜之间都人间蒸发了呢？
很多小老板更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小企业想从银行借款简直比登天还难！
有的银行一个月甚至只有三天能办理贷款业务。
我们小老百姓当然不懂这些国情，但不懂的又岂止是这些？
所以，我决定在第六章里，用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话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国情和金融逻辑，这样你才能明
白为什么信贷调控总是在意料之外，还有本来属于我们老百姓的外汇储备都被投到了哪里？
    当然，没有最令人失望的，只有更令人失望的。
通胀袭来，不仅仅是你自己存的钱不值钱了，社保基金里面政府代你存的养命钱也不值钱了。
就像最近传言说要开始试行“弹性退休”了，我们老百姓研究了半天，发现其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多交
几年钱，少取几年钱。
还没有缓过神来，又传来了消息说上海的养老金已经入不敷出了，竟然需要每年让财政补贴100多亿元
，还有小道消息说养老金连个人账户都出现空账了。
你说你怎么能不心惊肉跳？
可是，我们想问个明白，但却没人能给出个明确的答案。
因此，我想在第七章为此答疑解惑：是谁让我们想退休都不能安心？
    既然存钱没法保值，退休金也不能指望，那么我们这些老百姓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没办法再“淡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好像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房子，二是股票。
    其实，我们大部分老百姓也不奢望有五套十套房子，自己能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如果能帮子女付
个首付更是心满意足。
只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这些专家也好，媒体也罢，这个说涨，那个看跌，还有人要摆上
一席，打赌明年房价的涨跌。
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今天说开始跌了，再过几天又说开始回暖了。
不看还好，看完就能体会到什么感觉叫茫然了。
有人说房地产泡沫马上就要破灭，也有人说房价还会稳中有涨；有人观望着新建住房价格，有人看着
平均房价，也有人盯住二手房网上交易价格，当然，大家都不会去理会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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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房子究竟是买还是不买呢？
这显然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比马化腾的“决定”还要艰难。
所以，我“决定”把各种似是而非的数据和说法都汇集在第八章，我不是去预测房价，我只是想告诉
大家房价涨跌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当然，很多人自然会说，这还用研究吗？
一个几乎妇孺皆知的说法是：房价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炒房团的存在！
我就想多问一句，炒房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透过我在第九章中的分析，我发现炒房的“热钱”其实来自制造业，因为和炒房相比，制造业赚钱真
的是太辛苦了。
这既是因为我们的税收制度出了偏差，也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政策出了问题。
各位想想就明白了，要炒房，贷款敞开供应；做实业，贷款利率又高，条件又苛刻。
问题是如果手里没几套房子做抵押，哪个银行会贷款给你啊？
    不过，就在我们面对“买，还是不买”这个问题万般无奈、举棋不定之际。
横空出世一个史上最给力的调控政策：2011年要建1000万套保障房！
老百姓忽然都有种久旱逢甘霖的畅快感。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消息也感到非常振奋，因为我一直呼吁的政策终于付诸实施了。
但是，很快就传出了深圳保障房风波，媒体更是马不停蹄地揭露了一批以保障房之名、行福利房之实
的丑闻，转眼之间很多老百姓就明白了：久旱逢甘霖是不假，但是后面少了两个字：一滴！
就好像虽然他乡遇故知，但也少了两个字：债主！
因此，我希望透过第十章，讲清楚整个房地产调控的本质规律：排队理论。
只有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以什么稳定的价格得到自己的安居之所，只有房地产开发商有稳定的
预期，知道自己参与保障房能获得怎样的利润、怎样的补贴和回款，保障房才能真正给力！
    无论如何，横空出世的1000万套保障房，至少让我们老百姓稍微安心了一些，觉得多了几分幸福少
了几分无奈。
限购令的出台让很多人不得不暂时放弃购房的计划，可是，通胀依旧高企，我们老百姓的钱就像水一
样，被炙热的通胀一点一点蒸发掉，我们必须想办法为自己的储蓄找个栖身之所。
于是，我们把目光移向了股市，但是频频爆出的股市黑幕让我们老百姓根本无法看清股市的真面目。
因此，我决心用三个章节的篇幅来构建中国股市的全景图。
    我在第十一章中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好企业都跑到海外上市。
我们国企也都是先在海外上市，然后才回归A股的，而且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垄断行业的国企在
国内的股价高得离谱，但是在海外却低到白菜价。
比如说让无数股民套牢的中石油在2007年回归A股的时候，每股是16.7元人民币，可是2003年巴菲特入
股的成本不过是每股1.6至1.7港元。
讽刺吧？
当然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更应该关注现在的股市，所以，我重点分析了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能
成就亚马逊？
为什么像优酷之类的优秀的中国企业不在中国的创业板上市，而是跑去美国上市？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股市标准及其背后的思维为什么和美国有天壤之别？
    既然中国的好企业都跑了，而且就算回归也都是中石油这种打劫式的“高调”回归，那么，中国股
市的“精彩”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希望透过第十二章能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绿大地”这么不靠谱的公司？
为什么我们创业板的这些烂公司一上市，年报就开始大变脸？
为什么我们的券商、基金、大股东能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链”和“生态圈”？
当然了，不是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都是好企业，不少滥竽充数的公司不也被美国的“庄家”和“
无良律师”盯上了吗？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集体诉讼，最后赔的是一塌糊涂。
而且，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国的“庄家”和“无良律师”尽管也自私自利，但却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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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起到保护中小股民的作用，而为什么中国的“庄家”总是让中小股民成为“最受伤的人”？
美国这种监管的“食物链”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而这也是美国之为美国之处。
    中国股市的食物链之复杂、生态圈之叵测，让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我们国内有种论调，认为外资基金或者境外投资者代表着一种理性投资的风格，甚至很多投资信息
网站都会专门跟踪境外投资者(QFII)的投资风向。
这就是我写第十三章的动力，我想透过分析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行为来破除这种迷信。
我研究的也不仅仅是“外来和尚”在中国的行为，还专门研究了它们在中国台湾股市的“所作所为”
，以及它们曾经在日本、印度都千过哪些坏事，我只想透过这些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丢掉幻
觉，准备斗争。
因为，我们已经进一步放开了政策，允许境外投资者进入股指期货等等更多市场。
    所以，我们转了一圈也没有给自己那点可怜的存款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就只好又回到了原点。
要存钱，可是存款利息怎么都跑不过通货膨胀；要买房，可是偏偏遇上了限购令，而保障房又是千打
雷不下雨；要炒股，可是创业板业绩翻脸，中小板妖股频现，主板不是中石油这种“高调”回归的，
就是几大银行股这种排队圈钱的。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不投资了，响应政府号召，我们就消费吧，而且想想自己辛苦大
半辈子了，该享受一下生活了，给自己买辆车吧。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如果你在北京，那么恭喜你，你就全家上阵一起摇号吧；如果你在上海，那么也恭喜你，你就多花点
钱去参与牌照拍卖吧；如果你既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那只要你生活在某个都市里，我都要恭喜你
，因为没有哪一个城市是不堵车的！
这些也正是我在第十四章要探究的。
    当然了，研究完之后，我开始同情我们的城市规划官员了。
其实无奈的又何止我们老百姓，我们的官员也很无奈，因为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比如说北京被称为全国“首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初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今天这么高的私家车保
有量，而整个城市系统的设计，也不是基于东部、北部和西部各有三个“睡城”而设计的。
但是，我们现在总不能把精力放在指责四十年前做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吧？
到最后，我们不还是要静下心来面对乱糟糟的规划现状？
今天，每个在城市里“享受”拥堵的人都应该想想你的无奈究竟是谁造成的？
为什么在当初大举兴建睡城的时候，你也是沉默的大多数？
    过年了，在城里被堵烦了，我们就想，回老家吧，好歹能清净几天！
于是，让我们无奈的问题又来了，春运期间，真是一票难求啊！
其实早在2007年，铁道部就承诺过要跨越式发展，用客运专线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后来客运专线换
成了让人更激动的说法：高铁。
终于盼来了动车、高铁的开通，我们却发现票不仅更难买了，而且更贵了。
因此，我决定在第十五章展开对铁路部门的调查和研究。
我终于搞清楚为什么我们“被高铁”了，就是因为铁道部为了搞高铁，借了几万亿。
可是等真的上了高铁之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增加什么收益，不要说收回投资了，只说这一年几百亿的利
息，拿什么来还？
    好吧，不想这些问题了，因为折腾这么一圈下来，我们发现还是寄希望于下一代更靠谱。
不得不提的是，在教育投资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家长能像中国的家长出手这么大方！
可是，事实证明，对不起家长这种慷慨的不仅是我们的大学，还有那些管理大学的官员。
从李刚之子案到药家鑫案，这类性质的案件一再翻版上演，我们必须深刻反省：是司法制度出了问题
，是社会心理出了问题，还是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这是我在第十六章努力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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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下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想买的要不然不让买，要不然限购，比如汽车、房子；非买不
可的往往就要缴纳非常重的税，或者负担各种成本之外的成本，比如油价和过路费，甚至连一棵白菜
都不能幸免；你要买火车票回家，好不容易也让买了也不限购了，可是你却只能买贵的不能买对的，
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实名制了，结果发现实了名的车票丢了却不能挂失补办，甚至你想在当天
再买同一车次的都不行。
还有什么能买呢？
哦，对了，就是“坑爹”的股票，这个属于可以买但是你却不敢买。
最后，最不该买卖的文凭，随着大学产业化，基本上都快成唯一一个可以随便买的东西了。
当然，像样的大学教育本来就没有，你想买也买不到。
    幸福遥不可及，老百姓只能慨叹一句：唉！
真无奈！
可是，到最后，我发现“无奈”两个字都难以形容我们心中那种无奈！
    (特别感谢我的助手孙晋带领的研究团队。
本书的数据资料由孙晋、马行空等人共同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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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一共六个部分。

第一章既为第一部分，点出了本书的主题——“无奈，为什么离我们越来越近”，本章盘点了几个最
为流行的关键词，比如说“淡定”、“愤青”、“无奈”、“幸福”等等。

第二、三、四章为第二部分，通过央企涨价、368万的天价过路费、菜贱伤农又不惠民三个主题让我们
看到的是，似乎什么都在涨价，但就是老百姓的工资不怎么见涨。

第五、六、七章为第三部分。
第五章的“油荒气短”让我们看到油疯狂涨价背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国际油价的上涨，而是数不清的
税费。
第六章讲的是在银行一次又一次“加息”后，我们发现，我们在银行的存款还是在不断贬值，中小企
业想从银行拿到贷款简直比登天还难。
第七章的主题是养老金改革，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传说，养老金也是会破产的，有我们中国香港的养
老金破产作证。

第八、九、十章为本书的第四部分。
第八章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房地产市场，房价究竟是在涨还是跌。
第九章让我们了解到“炒房团”转战中国大江南北的背后，其实是制造业资金的流失，制造业的生存
遭到严重威胁。
第十章给我们解析了政府连连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1000万套保障房究竟能不能成为史上最给力的
调控？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为本书的第五部分。
第十一章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好企业为什么都跑到国外、还有香港上市？
第十三章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QFII。

第十四、十五、十六章为本书的第六部分。
为了治堵，我们竟然需要摇号买车。
春运回家，竟然要“九死一生”。
到最后，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大学竟然培育出药家鑫、李启铭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们中国的
教育体制究竟缺失了哪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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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
曾任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
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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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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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郎咸平音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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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我们的幸福与无奈
第一章 无奈，你为什么离我们越来越近
　一、你幸福了吗
 二、是“淡定”，还是“无奈”？

 三、从“愤青”到“不在乎”
第二章 涨价，你凭什么
　一、有理由要涨价，没理由编造理由也要涨价
　二、谁是抑制通胀的“拦路虎”
 三、收税，抑制物价上涨的“万金油”？

　四、“稳中有降”的铁算盘
　五、纽约和北京哪个更远
第三章 368万元：史上最贵的买路钱！

　一、我们就这样被逼上高速
 二、756年的等待？

　三、天价过路费为什么
 四、修路究竟让谁致富
第四章 菜价，你何时才能不让我们伤心？

　一、菜价，究竟是高还是低？

　二、农民的利益如何不被牺牲
　三、“最后的一公里”和“起步的一公里”
第五章 涨价了，怎么还“油荒气短”？

　二、缺的是柴油，还是“德”？

 四、当石油寡头既不受道德约束，又游离在法律之外
第六章 加息啊，你怎么就追不上通胀呢
 一、加息是对谁的宽容
　二、除了把钱夏至银行，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除了把钱存到银行，我们还能做什么
 四、民营企业就这样被中国股市放逐
第七章 通胀来了，我们还能安心退休吗
 一、我们未来的日子有多难
 二、养老金破产，并非只是传说
 三、养老金，肥了谁的私囊
第八章 房价啊，你究竟是涨还是跌
 一、想当年，你猜房价是“跌”还是“涨”
 二、到如今，房价为什么又在跌，又在涨
　三、房价里空间有多少泡沫？
30％，一个神奇的数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郎咸平说>>

 四、什么是比房价更重要的问题
第九章 炒房团，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一、困境下的制造业资金何去何从
 二、谁成就了炒房团
　三、失效的税收制度？

第十章 1000万套保障房：史上最给力的调控？

　一、打压房价的四发子弹
 二、保障房究竟差钱不差钱？

 三、问责缺失，保障房谁来保障
 四、保障房究竟保障了谁
第十一章 好企业，你怎么去国外上市了呢
　一、股市“谁说了算”？

　二、美国监管也是一个链？

 三、美国真的学得来吗？

第十二章 A股，你怎么就让人看不懂呢
　一、券商，由从犯到主谋
 二、疯狂攫利的保荐人和永不受罚的大股东
 三、谁来确保中小股民的权利
　四、什么才是监管的本质
第十三章 境外投资者是哪路神仙
　一、QFII让我们重蹈日本的覆辙？

 二、台湾屡屡放宽QFII为哪般
　三、空间谁在跟我们忽悠QFII
 四、QFII操纵股指期货：我们难以逃脱的命运？

第十四章 治堵，竟然摇号？

　一、新政后，不堵车堵心了
　二、香港的“三七定律”
 三、由“买车光荣”到“用车可耻”
 四、“享受堵车”：谁动了我们的权利
 五、“天下忧”，我们还在乐？

第十五章 何日解民哀，春运不再难？

　一、春节回家，竟也要“九死一生”？

 二、让更多人回家：速度就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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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铁建设，我们得面子而外资得实惠？

 四、车票也要“摇号”吗
第十六章 谁谋杀了中国的大学
　一、一位学生、一位老师，让我们直面中国教育的价值观
　二、我们的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三、我们的大学这样失去人格
 四、“无为而为”与“无塑造而塑造”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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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幸福与无奈我们的老百姓本来很知足，很“淡定”，并不贪心，要求的也并不过分，我们只是
希望收入多一点、物价稳一点、房价涨得慢一点，但是越来越搞不明白，为什么这点简单的愿望却那
么遥远。
我们的老百姓不会像欧洲人一样去关心“财政紧缩”，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嫌自己的领导不够“务实
”，更觉得全世界为了智利的几个矿工获救那么“沸腾”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每年都有国民经济生活大调查，觉得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居然有38%，觉得自己一般的人
有40%，而至于觉得自己很幸福的，竟然只有不到4%。
那么，老百姓“淡定”和无奈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透过对比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老百姓在过去一年里都在为什么而激动，来分析我
们老百姓“淡定”背后的无奈。
为什么物价不停地上涨？
我们看到日化企业被有关部门约谈，但是在日化企业上游的“三桶油”却悠然自得；同样是抱怨，同
样是涨价，下游的日化企业动辄被罚款上百万，上游的“三桶油”却在涨价的“康庄大道”上飞奔。
还比如说持续涨价的机票，要知道我们国家的空运客流量不过是全球的10%，可是三大航空寡头的利
润却占了全世界所有航空公司利润的60%。
再比如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电价上涨潮，电厂的理由是煤价涨了，嚷嚷着必须涨价，否则就“停产
检修”，制造电荒，可是，你知道吗？
在电厂一年所需的16亿吨燃煤里面，2.1亿吨是自己旗下煤矿生产的，7亿吨是规定不许涨价的，而据
统计90%的燃煤都有稳定价格的供货合同，也就是说，电厂没有怎么增加成本。
所以，透过本书的第二章，我想请问：涨价，凭什么啊？
总结下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想买的要不然不让买，要不然限购，比如汽车、房子；非买不可
的往往就要缴纳非常重的税，或者负担各种成本之外的成本，比如油价和过路费，甚至连一棵白菜都
不能幸免；你要买火车票回家，好不容易也让买了也不限购了，可是你却只能买贵的不能买对的，好
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实名制了，结果发现实了名的车票丢了却不能挂失补办，甚至你想在当天再
买同一车次的都不行。
还有什么能买呢？
哦，对了，就是“坑爹”的股票，这个属于可以买但是你却不敢买。
最后，最不该买卖的文凭，随着大学产业化，基本上都快成唯一一个可以随便买的东西了。
当然，像样的大学教育本来就没有，你想买也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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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郎咸平说: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谁才是2011年最值得中国人期待的大众经济读物？
2011年，中国的经济依然复杂，但老百姓表现得似乎很“淡定”。
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生活大调查中，觉得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有38％，觉得一般的有40％，而对于
觉得自己很幸福的，竟然不到4％。
一个是“淡定”，一个是“不幸福”，照常理讲，感受“不幸福”的人，更喜欢的应该是抱怨，而不
是“淡定”。
那为什么这两个看似不怎么搭边的词会同时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
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是一种“冷漠”，更是一种“无奈”。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懂得知足的，要求的并不过分，只要希望收入多一点，物价稳一点，房价涨得
慢一点。
面对如此疯狂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在银行的那点存款一点点被蒸发掉了。
老百姓无法“淡定”了，开始琢磨着炒房、炒股， 但是，频频爆料出的信息是，房地产开发商囤地捂
盘，股市内幕重重，让老百姓望而却步。
老百姓“幡然醒悟”后，想去享受一下生活的时候，却发现买车竟然也要摇号了，而对于摇到车牌号
的老百姓来说，感受到的竟然不是“幸福”，而是“幸运”，虽是一字之差，背后反应的确实老百姓
的心酸与无奈。
请跟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寻找百姓生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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