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下一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济下一步>>

13位ISBN编号：9787513622356

10位ISBN编号：7513622353

出版时间：2013-1-1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刘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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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下一步>>

前言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称，中国将于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时，西方人的反应大
多是愕然或者黯然神伤，而中国人则在惊喜中难耐一丝惶恐。
世界第一似乎是有魔力的字眼，一瞬间就在人们心目中激起或哀伤或自豪的情感，在他们心目中会幻
化出两军对垒的情景，或者拳击台上拳手将对方击倒在地的场景。
的确，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第一”的头衔已经太久，回顾历史，领导权在全球的转移不是特例
而是常态，随着美国在2008年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经济快车30年来一路呼啸前行，谁又能不
受到诱惑，去猜测中国取代美国坐上主席席位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何时到来呢?    美国的主流思潮似乎充
满哀伤自怜，这从近年来美国各类畅销书的关注点可见一斑。
15年前，美国历史学家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风靡一时。
彼时，美国刚刚从20世纪70年代令人元气大伤的经济滞涨、越战与抗议运动中复苏，而中国列车还只
是刚刚艰难起步．0这本书中散文化的思考，更多地是在总结历史规律，其勤勉劝诫的含义更多地还
只是一种抽象的预警。
    而最新热门书、阿西莫格鲁(Damn Acemogul)的《大国为何失败》，对国运兴衰的探讨则更多地具有
了理性分析的色彩。
阿西莫格鲁号称“经济学才子”，年纪轻轻就声名显赫，早早荣获颁给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
克拉克奖。
他早年发表的实证论文，找出了一条巧妙路线，分析初始制度环境对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后续经济发展
的决定性影响，不仅模型漂亮，数据处理更是干净明了。
在这篇文章里阿西莫格鲁论证说，一些殖民地(例如拉丁美洲)在初始环境约束下，更容易形成所谓剥
夺性社会体制，即少数殖民者剥夺众多土著-且将这种剥夺固化为制度化设计。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旦成型，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即暗淡无光，因为在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分享社会资
源、机会与权力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机会即难以被创造也难以被利用。
相反，在另外一些殖民地(例如北美)，殖民者众多而土著人口密度很小，一种包容性更强的制度得以
建立起来，社会成员更加平等地分享资源、机会与权力，随后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一步步走向正轨。
在《大国为何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将上述思路拓展到对全球史的分析，研究了从威尼斯共和国
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的强国兴盛与衰败史。
结论似乎是明确的：国家兴盛的最终秘诀在于包容性体制带来的活力与创造力。
    问题来了。
回过头来看中国，显然，中国体制不符合阿西莫格鲁对包容性社会的定义。
按照阿西莫格鲁的定义，剥夺性社会的典型特征包括政府对权力的垄断、民众难以得到非人格化法律
的保护、政府权力更迭不受民众意愿主宰等等。
这些特征多多少少都在中国特色中有所体现。
然而，正是在这种所谓中国特色体制下，中国奇迹横空出世，创造出全球经济史上未曾一见、最大规
模人口的经济跃升。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而更加严厉的挑战甚至还不在于如上问题，而是每个观察家在仔细审视中国社会与
经济运作时都难免会有的困惑与眩晕感：在表面的繁荣背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内部持续增长的不稳定
力量——如果不加控制——可能导致重大危机。
这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如果可以，应该如何避免?如果不能，等待中国的未来命运将是怎样的?这些问
题与上面的第一个问题息息相关，其严重程度却倍增。
    就中国奇迹而言，最让国际国内的国家主义者兴奋的答案莫过于中国模式论。
似乎中国是如此特殊，以至于找到了一条中国独有的道路，这一独有道路不仅是中国奇迹的秘诀，也
可以推广到其他欠发达国家。
这一独特道路的出现，契合了长久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士对非西方道路的期待。
对于他们而言，西方代表的不仅是自由民主与繁荣，而是压榨与剥削，甚至，西方的民主自由与繁荣
也是建立在国际化、体制化的剥削之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下一步>>

这样的想象，理所当然，受到了中国众多经济学家与评论家的欢迎。
    中国的赶超之旅有多神奇?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把中国经济放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进行长时距比较。
在农业文明时期，即使人均收入长时间低于西欧，中国经济总量也一直稳居全球第一，到欧洲工业革
命发生前公元1820年的清朝嘉庆年间达到20．6％的最高点。
随后不久，欧洲经济快速崛起、全球范围内大分流发生，而中国却陷于频频灾难之中，经济也在解放
战争结束后跌至最低点，占全球经济比例不超过2．5％，直到1980年都不超过3％。
980年之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开始迅速回升，至2010年达到14．7％．略等于乾隆年间水平。
    1980年之前的30年，中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不足2％；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陡然提升至6．7％；新
千年之后，再次提速到10．2％。
经过30年咆哮般增长之后，中国与西欧人均收入之比从1978年1：24左右快速拉近到1：4。
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公元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而
到201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西欧二战前水平，将落后时间缩短到80年。
也就是说，30年时间，中国走过了西欧700年历程。
    这一奇迹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本书的分析表明，最重要的力量，正是中国极其巨大的后发优势被
持续的制度变革所激发，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链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打遍天下无敌手，快速增
长的出口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驱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现代工业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
。
    而中国在体制改革上的滞后已经开始造成严重后果，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显现出来的困境绝非短
暂现象，而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列车不得不减速。
    本书第一编首先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长时距历史背景，重点研究了“中国模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面临的困境。
最近1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本已经很高的基础上再次提速。
其中既有加入世贸带来的促进，更多的则是要素价格扭曲之后的泡沫化增长。
强行军般的高强度投资夸大了对重工业品的需求，以国有经济与地方政府为代表的经济体不断扩大债
务杠杆率，而投资的边际效率却在不断下滑。
当猛然回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已出现庞大的过剩产能。
    除此之外，以前支撑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几个有利因素——人口红利、出口竞争力、高效率的
基础设施——其相对优势都在降低甚至逆转。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逐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后发优势快速减小。
    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快速增长，必须建设一种内在能力，让社会经济资源流向生产率提升最快的行业
。
这不仅要求微观经济体具备充足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劳动力优势降低之后继续创建竞争优势，而且要
求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具有合理配置资本流动的能力。
前者要求更加明确的产权保护、民企获得国民待遇、国企建立硬财务约束，后者要求彻底的金融体系
改革、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显性约束、财政税收体系的现代化。
换言之，中国必须在制度建设与改革上取得进展。
    不幸的是，制度改革的难度十分大。
在扭曲的制度约束下，中国经济负重前行，其增速轴心很可能从2012年开始下滑。
    除制度之外，与制度扭曲相关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犯下许多错误。
在本书第二编中，我们重点分析了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治理政
策、房地产政策等各个方面犯下的错误。
一个核心论点是，中国政府过分积极的干预政策不仅没有平滑经济波动，反而加剧了这种波动，更严
重的，恶化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现象，损害了中国经济的长程增长潜力。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习惯于以“宽财政，紧货币”为政策搭配。
据说，在这一组合中，“紧货币”是为了控通胀，“宽财政”是为了保增长。
但在实践中，“宽财政”政策恶化了资源配置扭曲，人为放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投资推动的需求增长，促使采掘、钢铁、化工等上游行业开足马力，也促使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下一步>>

作为必然后果，这一政策必须为如下三个症结负责：造成庞大的剩余产能、恶化中央与地方政府负债
情况、推动通货膨胀。
    而“紧货币”的实施(尤其是居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民营企业、
中小型企业获得金融贷款的渠道。
从民间金融的情况看，民间拆借的年利率最高可以达到60％以上。
如此恶劣的金融环境，造成普遍的“国进民退”，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伤害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
能力。
    “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其得以实施的制度条件仍旧十分强大，其
惯性实施仍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伤害中国经济。
相反的政策组合——“紧财政，宽货币”——妨害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绩冲动与权力博弈，即使被民
间市场人士强烈呼吁，也难以被实施。
与此相应的，在汇率、金融管制、通货膨胀、房地产等各方面政策都出现了方向性错误。
    雪上加霜的是，在国内环境(体制与政策)恶化的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急剧恶化之中。
本书第三编研究了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重点是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危机根源与可能出路。
在中国经高速增长的30年间，西方经济受益良多，却因消费泡沫而积累了庞大的债务。
不合理的福利与财务体制导致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历痛苦的去杠杆过程，其外在体现
就是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低迷。
这种低迷在结构化改革完成之前很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令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加莫测。
    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下一步是怎样的?第四编中，本书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运行特征进行了
预测。
按照笔者的反馈演化模型(关于反馈演化模型详见第二编第一章)预测，2012年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告
别高增长元年。
未来对中国提出的最大挑战其实还不在于经济增速降低，而在于社会治理难度大幅上升。
在多年的发展中，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日趋恶化，民众权益受保护状况改善不多，而社会保障体系亦
不足以为普通民众提供安全保护。
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矛盾尚可以被掩盖，一旦经济转弱，向普通民众提供的福利改善降低，失业状
况恶化，而政府权力与财政不受约束、治理机制未经改善，则很容易在社会治理方面遭遇危机。
    从这个角度，第四编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思想转型、宏观经济维稳、微观经济上厘定市
场与政府的边界政治体制上改革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采取的方向性变革。
    放眼未来，的确令人忧思难解。
在中华民族复兴取得伟大成绩之后，我们未来的道路却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
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不得不接受一个艰巨问题的拷问：中国经济高速列车的下一站在哪里?未来，我们
将面对繁荣还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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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放在大历史背景、全球工业化格局、制度变
革的长时距图景中做出分析，将经济逻辑、洞察力、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揭示政府与市场的混淆如
何制造出我们面前难以克服的危机，财政、货币、汇率、房地产等政策的错误选择如何加重了危机，
美国以及欧洲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未来发展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本书的最后一章对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前景做出了定量预测，并讨论在新的形势下为确保长治久安必
须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与正确的经济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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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谨慎 未来：美国经济继续挣扎 11欧洲与日本经济危机 哀歌：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终结 结局：欧债危
机的三种可能 四步骤：欧洲如何走出危机 日本：复苏前提是改革 12美元与石油 美元：映射全球经济
风险格局 石油价格：中国因素及其他 廉价石油：峰值理论的错误 大宗商品：暴跌刺破乐观预期 第四
编中国经济下一步 13增长：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 赶超的秘密：后发优势与制度革新 发展陷阱：非洲
为什么失败 终曲：高增速盛宴结束 回眸历史：中国与阿根廷有何类似之处 估算：未来十年增速会是
多少 14下一步：中国如何突围 思想转型：重订社会契约 经济维稳：防范金融债务风险 增强活力：拓
展市场经济范围 政治改革：建立政府约束机制 15结语：挑战既来自制度也来自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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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最近，中央政府提出社会治理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社会治理改革离
不开对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重塑。
政府接受民众的授权而治理国家，不管这种授权是通过选举而外显地给予还是继承传统威权而内生地
给予。
中央政府必须接受政治资源的约束，包括合法性、民众认同度等等。
在中国现有国情中，中央政府遇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分享了这种授权，却并未直接分享中央政府的
责任。
如上所述，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的手段。
 很明显，要治理纷繁乱象，为地方政府增加可信约束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核心。
否则，不论中央政府出台怎样的政策，其效果都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很简单，凡是有利
于扩张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得到放大执行，而凡是不利于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被打折执行，
累积的政策效果必然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地方政府。
 这样的游戏规则，固然有利于经济指标的一时表现，却很可能无益于中国社会走向良性循环。
个体在这个游戏场中拥有的发言权过小，许多个体悲剧在中国经济跃升的宏观背景中却突兀地重复发
生。
 悲剧：游戏规则何时改 事实上，对地方政府缺乏约束，就是赋予地方政府过多的权九来制定游戏规
则。
现实中，中国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权力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成功的几率与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的好恶
成正比。
政府权力难以制约不仅最终让野心勃勃的地方领导人自我爆破，其过程付出更大代价的是普通民众。
 2009年，有媒体报道称，新疆十几名工人常年遭遇非人奴役，其中八人是智障人士。
三年前，媒体也曾经报道山西“黑煤窑”老板拘禁、虐待工人。
这样的悲剧何以再三发生？
伟大的中国经济正在按照10％的速度增长，这中间却发生了这样的人间悲剧。
这些悲剧，如果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到它们或多或少都与政府权力没有得到制约相关。
 生为中国人，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融人世界的中国正在创造最为丰沛的个人成功机会——即使是你并
非出身权贵。
在中国展开的个人事业创造大潮，有如美国在淘金年小：大胆、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努力工作，就可
以让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创造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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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编辑推荐：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其赖
以增长的结构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积的风险正在逐渐发挥力量。
未来数年内，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增长速度都将发生大幅变化。
表面繁荣背后的大陷阱，中国是否能避过？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剖：我们的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犯下什么错误？
我们的外界环境出现了什么变化？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各章环环紧扣，逻辑严密，作者开发的定量反馈模型独一无二，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特的
评判。
读懂《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
还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助长读者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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