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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一个平凡的作者胡鹏，用翔实的事实和准确的数据为我们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资企业在华
发展的路程数据整理而成《谁带来了我的可乐》，意在回顾历史，着眼现在，展望未来。

同时，《谁带来了我的可乐》还附带了当年发生的大事以及趣事，在枯燥的数据面前增添了一分阅读
的乐趣。
你是否还能记起进人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奢侈品？
你是否还能记起中国是何时开始有的私家车？
你是否还记得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
你又是否还记得中国人何时第一次用上了现在最普通不过的手机？
⋯⋯回顾这些趣事，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在悄然地改变着。
我们生活的变化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变化的体现。
而在这些变化中，在华的外资企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书得到了国内多位经济学家和多家媒体的肯定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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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鹏，籍贯安徽，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名校，并分别获得经
济学学士、新闻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曾就职于商务部《国际商报》社、人民日报社，现供职于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
曾任外文局《今日中国》、《齐鲁周刊》、《非洲投资》、《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的特
约撰稿人，期间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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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中国直销业的春天来了
【2006】 外资并购之辩
【2007】 内外资企业迎来“两税合一”新时代
【2008】 人民币升值陷入“莫比乌斯圈”了吗？

【2009】 跨国公司身陷“三重门”
【2010】 “走出去”的困扰：问题与答案
【2011】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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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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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向冷清的中关村热闹起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部分基本形成，科技日报头版也以“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为题发了文章。
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起步，1983年起，惠普公司加快了全面进军中国信息产业市场的计划，这
一年的9月，中国邀请惠普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到北京进行会谈，惠普公司全球董事会同期召开，这
也是美国公司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全球董事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见了董事会成员。
会议期间，戴维·帕卡德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首先，中国对国际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惠普开拓中国业务的意义，绝不限于经济利益；其次，在合资公司的股份比例上不需要过多争执，
双方的共同利益在于合资公司的成功，而不是在董事会中吵架。
第二年8月，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魏鸣一和再次来华的帕卡德，分别代表中美双方签订了《合资经营合
同》，这为惠普成功进入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在那个坚冰刚刚打破不久的年代，惠普公司的上层，以其独有的远见卓识，开创性地抓住了进入中国
的机会。
一切都没有先例，需要开拓者的创新与摸索。
在帕卡德的不懈努力下，惠普终于成为最早迈人中国信息产业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外企。
1985年6月20日，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美国惠普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
和北京市计算机工业总公司分别持股57.5 ％、27.5 ％、7.5 ％和7.5 ％的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在北京民族文
化宫正式宣告成立，新公司的业务内容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
几乎是与惠普开业的同时，中国信息产业正在进行一次全新的尝试，试图以技术进步与创新激发中国
发展潜力，无论从政府主管部门、国外企业还是民间团队，中国信息产业希望的种子在一颗颗的播下
，并必将在一片春意盎然的大环境下进发出无限生机。
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将要开始，中国信息产业进入一个拐点。
在这个轨迹尚未清晰的过程中，惠普公司以超然于业界的远见卓识开始了中国市场的尝试之旅。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和谐，历史使这个时间（1985年）成为惠普的一个拐点，也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的一个拐点，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
中国信息产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惠普也开始了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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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敲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字，离开电脑，走出房门，屹立于风中，尽情地享受着北京夜色的抚慰。
    远处传来的一首老歌《十年》，那曾经熟悉的旋律让我慢慢地陷入对往事的回眸中。
当我站在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的交汇口蓦然回首，竟然发现自己抓不住片点记忆的纷飞。
刹那间，一阵感伤涌上心头。
原来岁月的冲刷，可以令那些并不遥远的记忆，变得逐渐模糊起来；当人生开始如梦，岁月变得无情
时，是不是正验证了米兰·昆德拉德的那句名言“一切都会被遗忘呢”？
    不过，即使我老到了不可以回眸往事的年纪，关于生命中某一年份的记忆，依旧会清晰如许地残存
在心底深处。
因为那一年，我经历了太多。
    那一年，离春节不到一周的时候，我踏上了返回安徽老家的归途。
列车刚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就开始不断延长停站时间，随后便时走时停，最后滚滚车轮彻底歇了下来
。
火车停在一片我叫不上名字的荒芜之地，周遭白雪皑皑，杳无人烟，宛如走进了一个“无人区”。
尽管列车长不断安慰大家，但是归乡心切的旅客还是焦躁不安起来。
情况越来越糟，列车已经断了暖气，洗手间的水箱也不再出水，最要命的是餐车储备的食物只够全部
旅客一天使用。
于是，就像许多好莱坞灾难片中的场景一样，我在没有暖气和热水的列车上，依靠着包里仅存的几块
面包和两瓶水，还有一本翻烂了的《读者》，撑过了漫长而又绝望的40多个小时。
当疲惫不堪的我回到家中，从电视新闻中才了解到，我乘坐的列车原来遭受了“百年不遇的雨雪冰冻
灾害”⋯⋯    也是在那一年，我和商务部扶贫办一行5人前往四川。
5月12日13时29分左右，我们抵达四川成都双流机场，然后赶往朱德的故乡仪陇县城。
在一个小时之后，正在高速路旁餐馆用餐的我，突然感觉到脚下地面强烈地抖动。
也就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餐厅已经开始剧烈晃动，门窗上的玻璃纷纷震落，餐厅周围的喷泉管道和
自来水管道都被震裂。
强震大约持续了三分钟，整个过程中，地表扭曲程度非常严重，餐厅屋顶大量砖瓦脱落，墙体出现大
面积开裂，玻璃碎片到处都是。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情景，同事聊以自慰道，地震也许发生在其它地方，我们遇到的可能是一次余震。
不过，当晚上赶到宛如空城的仪陇县时，我才感到后怕，原来我们就在地震的中心，而我经历的那场
地震，后来则被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    还是在那一年，有幸抽得许多
奥运场馆入场券的我，边听着当年最流行的《北京欢迎你》，边流连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赛场，目睹了
很多精彩的历史瞬间：从无以伦比的开幕仪式到令人扼腕的刘翔退赛，从铩羽而归的国奥足球到本土
折冠的乒乓小将，一幕幕难忘的场景定格在我的相片和记忆中，至今想起来还颇为有趣。
不过，除了偶尔抽出时间观看比赛，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资料收集”。
因为要撰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稿，那一年8月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奉献给了位于紫竹院旁的国家图
书馆和南三环的首都图书馆。
在那个酷热的夏季，大多数中国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精彩纷呈的奥运赛事上，空旷的旧报阅览室只有
我一个人挥汗如雨地忙碌着。
从一沓沓泛黄的报纸堆里，我欣喜地发现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新闻事件，居然串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
史脉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开始走出多灾多难的“峡湾”，开启了
浩浩荡荡的新征程时，其新闻背后发生的那些故事，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顶级赛事。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整理新闻材料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动笔写一本记录
中国引资进程的书。
    那一年是2008年，我的书从那年8月开始动笔，直到2011年8月才完成，历时整整三年。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所在的这个国家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各种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不仅顽强地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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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自然灾害，圆满地举办了奥运盛会，成功地抵御住世界金融危机，而且中国GDP更是赶超日本，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一个历史亲历者，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或“倒霉”或“惊喜”的事情，都让我感喟良深：我不
仅永恒铭记着这个国家在缓行时所经历的悲怆和忧伤，还将永远回味着它曾在高昂奋进时所留下的辉
煌与骄傲。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是“痛并快乐”的，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回忆。
    所以，感谢2008，让我在那一年经历了那些事——这不仅让我有了一笔记忆的“财富”，还为世上
留下了一本非常“可乐”的小书，是为后记。
    胡鹏，2011年8月夜    写于盛夏的北京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带来了我的可乐>>

媒体关注与评论

“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书同绕中国引资的重要新闻事件展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新闻语言，资料新颖；思路清晰，内容
丰富；厚重翔实，观点公允。
它的出版为中国引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史实材料和全新的新闻视角，是目前同类专著中一部有价值的
好书。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胡鹏所著的《谁带来了我的可乐——
用新闻视角看外资在华发展历程》作为记录中国引资历程的新闻史志，具有条理清晰、视野广阔、史
料翔实以及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的鲜明特点，系统展现了中国外资政策动态演变规律和内在发展规律
，对更好地指导外资利用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室主任王
小广“本书是胡鹏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引资问题研究成果的结晶，其有别于同类学术著作。
作者以独特的新闻视角、宏富充实的史实资料、明快活泼的语言风格，对中国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理性地阐述和探索，是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特点的著作。
”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讲解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微观和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杨秋宝
“引进外资对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功不可没，但中国经济目前也走到了亟需调整外贸外资政
策的十字路口。
胡鹏先生的《谁带来了我的可乐——用新闻视角看外资在华发展历程》既是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编
年史，又是以案例讲故事、以小见大的轶闻录。
中国外资外贸领域三十年来的风云变幻尽现其中，值得反复赏读与回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明“这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一本值得
一读的书，作者以史家的笔触、记者的敏锐、学者的诙谐带我们重温一段你我共同走过的生活，告诉
你那些注定载入史册的事件台前幕后、前生今世的感人故事。
正如作者曾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从这里，你能看到我们的未来，未来的生活！
”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部副主任、高级记者严冰“对于中国引资情况论述，学院派专
家的文章常常沉浸于大量模型、数据、图表的使用和论证，这往往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相距甚远。
而本书的作者能从繁琐的理论研究中剥茧抽丝出简单的新闻逻辑，用生动的语言严谨地勾勒出中国从
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宽领域、多层次开放的重大转变，故而该书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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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带来了我的可乐:用新闻视角看外资在华发展历程》：“什么时候可乐第一次进入中国？
那又是谁带来了我的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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