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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什么变革 有何对策财新传媒主编、财新网总编辑  王烁2010年初，财新团队重新出发，200位同
仁创建《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杂志和财新网三位一体的全媒体平台。
你手上的这本新书《变革世界的中国策》，浓缩了这个中国最著名专业新闻团队一年的工作成果。
秉承独立新闻理念，财新团队告别过去的辉煌，在新媒体时代给出专业新闻出义的回答，既一以贯之
，又与时俱变。
在重大问题上发挥舆论领袖作用，以调查报道的操作方法，挖掘更完整事实，做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启
蒙，我们的变与不变，与这个时代、当前中国的变与不变，同声同气。
 《变革世界的中国策》，什么变革？
有何对策？
世界一眼可见的最大变化，是在2007年发酵，2008年爆发，2009年进手术室，2010年观察善后的这场金
融危机。
有关这场危机的思考和洞见汗牛充栋，许多也见诸本书。
我不重复。
中国应该有什么对策？
有人相信，华盛顿共识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精神是北京共识：政府主导、经济干预。
提出这个名词的乔舒亚·库珀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
前一段时间我参加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者媒体对话“思·辩圆桌”，在国际形势与“中国模式”
一节发言。
正好与本书的主题相符若契。
我说，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增长这个主题，至少要分成三件事。
第一件是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本身，这有目共睹；第二件是存在着一套能被称为“中国模式”的组合
，这也是有目共睹，其特征主要是政府主导，集中关键资源于政府认为最能够带动增长的领域；第三
件是，能用所谓“中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吗？
与“北京共识”不同，我的答案是不能。
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千个原因，我试举其中最重要的两条：19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将农民从土
地上解放出来，并实质上允许其自由流动；2001年底加入WTO。
前者使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创造了中国至今仍未耗竭潜能的庞大生产能力。
后者标志性地使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庞大的生产能力得以充分释放，立即催化此前无法想象的强劲
动力。
2001年，中国加入WTO，人们开始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2002年，人们开始说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
2003年，人们开始说人民币被低估。
2004年，人们开始谈论中国崛起的各种版本。
解放农民，加入WTO，不是所谓“中国模式”一部分，它是全能政府放松管制，允许中国经济与社会
回归正常的极为重要的两步。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动力来自经济与社会的正常化，来自全能政府从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渐进式撤
退。
回到“中国策”，回到“北京共识”，回到“中国模式”，说一千道一万，现实是，它们都是全能政
府从经济与社会后撤但只撤到一半的产物。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还剩下的这一半特别伟大特别正确？
还是因为好歹总归是撤走了一半？
一位国内最大的投资机构负责人问我，你觉得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我理解他的言下之意：今天的经济，政府主要靠卖地，企业主要靠买地，银行主要靠吃利差，股市主
要靠Pre-IPO，如此单调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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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出大问题还有争议，走不了太远是肯定的。
我的简单回答是，看看已经撤走那一半，什么取代了它？
答案很清楚：以经济自由化为主的内部自由化，再加上全球化。
那就让它们接着前进，取代还没撤走的那一半！
更复杂的回答，基于对决策者、企业家、投资者、工人、农民、学者的观察与采访、调查与对话的真
切版回答，来自我的同事们，在这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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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岁末，财新传媒集团组织召开了首届财新峰会——2010中国与世界。
参会嘉宾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专家和主管经济的政府要员，超过200人。
本书即以峰会嘉宾的演讲、讨论发言稿为基础，由财新传媒的资深记者编写而成，财新传媒主编王烁
任主编。

　　本书根据财新峰会的13大主题编写成上下两册，上册附赠15位嘉宾主题演讲视频光盘，下册附
赠13大主题分组讨论会视频。
本册包含：中国的自我认知与适应新角色、全球经济困局与十二五方略、“世界工厂”的未来——增
长与转型、民生与收入?配、经济新格局、投资与贸易新趋势、能源与资源：周期与远景几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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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烁，现任财新传媒主编、财新网总编辑、《新世纪》周刊主编、《中国改革》杂志主编。

1998年加入《财经》团队直至2009年11月，是《财经》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财经》执行主编，主
导过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如《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
他领导的编辑记者团队在国际上屡获殊荣，曾获国际调查报道学会“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
誉提名奖”；2004年凭借SARS报道，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2004年古柯索国际新闻奖荣
誉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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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通胀不能仅靠货币政策张雪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如果高通胀预期自我实现，无疑
将造成政策震荡，继而导致经济和市场的大幅波动。
因此，未来数月通胀与政策之间如何互动，关系到中国经济复苏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将很困难，需要未雨绸缪，重点关注一些可能的新涨价因素。
2010 年由于翘尾因素产生的价格上涨大致在0.8%-0.9%。
同时，随着经济复苏，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节能减排、环保成本上升，以及可能的要素价
格改革，将会推动国内生产成本上升。
更关键的因素，是大规模投资导致的天量货币投放——新开工项目多，投资多，金融机构贷款中中长
期贷款多，能否遏制这一趋势对反通胀至关重要。
全球流动性泛滥可能从两个途径影响中国通胀。
一是在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外
部投机资金流入，导致国内流动性进一步过剩，进而通过需求拉动渠道影响通胀；另一是美元贬值推
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通过输入性成本推升渠道影响通胀。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对大宗商品尤其是金属原料和原油等矿物资源需求快速增
长，市场行情大幅涨落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通胀影响很大。
水、电等公共品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水、电等公共品价格上涨，不但会通过生活资料的渠道直接反映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而且
会以原材料和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形式，从工业产业链的上游逐层传导到下游，间接地反映到生产者
物价指数（PPI）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上。
中国的水、电等公共品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其价格上涨向一般价格水平的传导更加复杂。
人为压低水、电等公共品价格而导致的过度消费将是中长期通胀的一个潜在压力。
价格管制不应成为抑制短期通胀的工具，但如何建立公开透明定价机制，防止将企业低效率转移给一
般消费者或弥补财政缺口，需要认真研究。
由资产价格上涨产生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通胀潜在可能性不容忽视。
资产价格上升会引起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预期, 这是通过财富效应、投资效应以及金融加速器
效应等多渠道实现的。
较高的资产价格增加了财富水平, 从而增加消费, 导致总需求上升。
如果总需求上升超过总供给, 就会产生通胀压力。
因此，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也包含了关于未来实际产出和通胀的信息。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对整体通胀预期影响尤其显著。
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居住成本上升，促使工资水平上升。
由于CPI 设计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居民对通胀的感受高于CPI 反映的通胀水平。
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CPI 是按绝大多数农民的消费结构选择消费品并确定权重，还是以中国
经济中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状况确定，对经济决策和引导市场预期尤为重要。
当前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并存，制造业产品在CPI 中占40% 左右的权重，产能过剩对物价上涨起了
抑制作用。
食品类商品在CPI 中占34% 左右，但不论城市还是农村近几年的恩格尔系数都在大幅下降，食品在CPI
的权重显然过高，导致CPI 相当程度上与粮食是否丰收，以及生猪供给状况密切相关。
同时，中国在计算自有住房的消费支出的变动时，主要以购买商品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来估算，
这意味着，只要利率政策不变，房价无论如何变化，居住因素的价格变动在CPI 中都无法反映。
最近，占城市居民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但在CPI 中权重很小的公共服务价格频繁涨价，更造成居民切身
感受的通胀和CPI 出现巨大反差。
CPI 多高算高，取决于央行对通胀的理解和承受能力，也取决于市场预期。
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需要一定的通胀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这显然不是3% 以下的通
胀所能做到的，5%-6% 以下的通胀应该是央行能够承受的，但关键是央行能否将这样的承受能力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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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市场主体。
很可能一旦通胀超过3%，市场主体就会产生宏观经济政策大幅调整的预期。
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对潜在通胀，需要管理好预期。
当通胀预期被较好地锚定时，货币政策会更加成功。
反之，就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同时，货币政策措施对产出和通胀产生作用有时滞后，因此货币政策的决策应该具备前瞻性。
行政的管理显然无法适应市场预期，反而可能使市场主体无所适从。
管理好市场预期，要求增强央行独立性，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不足，会导致公众预期难以把握，而公众从众心理的“羊群效应”无疑将增加宏观
经济的波动。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对潜在通胀，还需构建良好的货币政策环境。
货币总量目标有效的关键是央行能有效控制基础货币。
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经济、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使央行在基础货币的管理中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有效控制通胀，单靠货币政策不够。
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利率政策未变、准备金政策未变，但出现了天量信贷井喷，为什么？
三个条件造成这种情形：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管部门对资本监管不到
位。
只要这三个条件还存在，反通胀努力就会事倍功半。
解铃还须系铃人，进一步改革，理顺各方关系，才能为央行制定有效货币政策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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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革世界的中国策2》1、“世界工厂”将如何向更均衡的增长方式转型？
2、穷人通胀富人通缩的状态还将持续多久？
3、世界正在经历大变革，中国如何顺势而为革故鼎新？
中国经济需要调整，中国经济的调整也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经济调整的核心并不是汇率，而是家庭
收入过低的问题，家庭收入过低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这不是一个货币政策的问题，或者是利息的问题。
如果用货币政策解决经济的问题的话，可能是坏处多于好处。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谢国忠亚洲未来三四十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实体经济在转
型，工业在转型，制度在转型，面对从出口转向内需、环保和大气候转暖、以及天灾的大问题。
这些风险不是普通的金融体系可以抵住的，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用高杠杆式的金融体系承担这种大风
险，我个人认为不一定会很成功。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前任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环境和资源问题，其实和社会的管理也有很大
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污染严重或者我曾经从事过的像资源型城市的采煤城县区，当地的居民他们身
受其害，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找不到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直到把事情闹大，闹到政府跟前，所以环
境资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们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在过去十几年间，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而不是向居民
倾斜，这是中国消费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财富积累方面，国民财富的积累速度落在央企财富的增长速度后面。
前任国资委主任卸任的时候报了一份成绩单，作为经济学家，看到这份成绩单的时候只会感觉到中国
经济结构失衡在继续恶化。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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