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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萧条经济的本质并不是各位读者心中所想的百业萧条、哀鸿遍野、遍地失业那么简单。
相反，萧条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但是这些机会并非俯拾皆是，而是汇集成了一些特殊的亮点，等待有心人去发掘。
一、中国经济的危机是什么你现在心里是什么状态呢？
是不是很迷茫？
好像经济发展不好了，股市跌了，楼市也跌了，找工作困难了，这是为什么呢？
别人告诉你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你觉得可能是吧或者应该是吧。
然而，半年下来美国的危机没结束，你却发现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房价慢慢涨起来了。
股市从2008年的年底开始连续涨了几个月，可是你是不是越涨越发慌呢？
为什么发慌？
因为到了2009年8月份，股市、房市和车市好像又欲振乏力了。
你发现经济好像并没有真的好转，危机好像过去了，可是往日的繁荣也离你远去了。
这个萧条经济究竟怎么了？
要解答这些问题，就一定要先了解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因此在本书第一章，我们先来谈一谈中国经济的真正危机——制造业危机。
这个危机来源于两个困境，第一个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第二个是产能过剩。
第一个困境基本上和金融海啸无关，但金融海啸>中击到了第二个困境——产能过剩。
我们过去通过对美国的出口消化掉了这部分产能过剩，但是金融海啸>中击了我们的出口，导致产能
过剩危机显现。
第二章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是为了满足美国人的泡沫消费。
什么叫泡沫消费？
只要是借钱消费就叫做泡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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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以来，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出现回暖迹象，股市上涨、楼市热销、车市火暴，这是否说明我国
经济已经回暖？
郎咸平教授对萧条时期的各种独特现场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市场回暖背后的真相与亮点，指出我国经
济的真正危机并非金融危机，而是制造业危机。
在此基础上，郎咸平教授指出，萧条时期并不意味着毫无机会。
通过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各领域的逐一解读，为读者找出投资机会。
并最终得出结论，只有“第四驾马车”——产业链高效整合才能真正拉动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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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朗咸平，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
郎咸平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战略专家，呼吁保护中小股民的信托责任，批判MBO式
的“保姆理论”，痛斥国有资产流失的“冰棍理论”，郎咸平被誉为中国经济的“铁榔头”，被媒体
尊称为“郎监管”。
 2007年以来，主持《郎咸平说》系列电视节目，并出版一系列“郎咸平说”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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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经济的危机是什么你现在心里是什么状态呢？
是不是很迷茫？
好像经济发展不好了，股市跌了，楼市也跌了，找工作困难了，这是为什么呢？
别人告诉你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你觉得可能是吧或者应该是吧。
然而，半年下来美国的危机没结束，你却发现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房价慢慢涨起来了。
股市从2008年的年底开始连续涨了几个月，可是你是不是越涨越发慌呢？
为什么发慌？
因为到了2009年8月份，股市、房市和车市好像又欲振乏力了。
你发现经济好像并没有真的好转，危机好像过去了，可是往日的繁荣也离你远去了。
这个萧条经济究竟怎么了？
 二、六大药方能否见效我们的经济体系确实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病因就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和
产能过剩。
不过我最担心的是生病之后必然会发烧，而这个发烧却被我们解读成“回暖”。
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有更详细的描述。
如果你的小孩发烧，你会是什么反应呢？
你一定会找医生详细检查，找出病因，你绝不会说小孩的体温“回暖”了。
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系生病了，我们不查病因，反而说是“回暖”。
政策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根据表面现象做决策，这才是过去这么多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的原因所在。
　　我们在没有找对病因的情况下，从2008年10月份开始匆忙地开出了六大药方救市，包括4万亿救市
工程、农业改革、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汽车家电下乡、医疗改革，最后一个是银行信贷。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这六大药方的效果如何。
　　1.农业改革。
所谓的农业改革就是农民释放出农地的经营权取得资本，然后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留在农村给那些
收购农地的农业公司打工。
这个政策的本质是好的，但是目前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世界四大粮商开始利用农业改革的良机收购具
有“农产品收购许可证”的中国农业公司，然后从背后给它们钱，让它们大面积收购中国的农地。
这个趋势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的农业安全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极大的挑战，我呼吁政府注意这个危机。
这项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医疗改革。
一直到2009年8月份，实施细则都没有出台，这个改革没有推行的可能。
　　3. 4万亿救市。
这个政策的本质就是通过未来的产能过剩拉动今天的产能过剩。
举例来说，4万亿都投资于中西部的基础建设，比如高速公路，中西部的高速公路建完之后基本没有
车跑，这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高速公路。
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使用钢材、水泥等等，因此可以通过提高需求拉动现在产能过剩的钢铁以及水泥等
行业（举例来说，目前钢铁行业的供应量是6亿多吨，而需求只有4亿吨，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那么高速公路建设完成之后呢？
不但高速公路本身是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不再需要钢材，钢铁行业也恢复了产能过剩。
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否则未来就有两个产能过剩的危机。
因此，这种基础建设就是所谓的“一锤子买卖”的短期行为，建完之后将无法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
　　4.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这个政策的本质意义和4万亿方案相同，都是通过未来的产能过剩拉动今天的产能过剩。
比如造船行业就是产能过剩，振兴造船行业的必然结果就是通过钢材的需求上升拉动今天产能过剩的
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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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建设完成，造船和钢铁行业都会变成产能过剩的行业，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否则就是“一锤子
买卖”的短期行为，也无法长期拉动中国经济。
　　5.汽车家电下乡。
这个政策的本质意义就是通过下乡解决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危机，问题是这种压榨农村购买力的短期
行为无法长期解决这两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危机。
问题还是一样的，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否则也是“一锤子买卖”，无法长期拉动中国经济。
　　6.银行信贷。
银行信贷是六大政策当中速度最快、最有效果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货币政策。
前面谈的4万亿救市工程、农业改革、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汽车家电下乡和医疗改革都是财政政策
。
财政政策要推行，要有效果，是非常慢的。
比如说4万亿救市工程，要推行就必须先筹款，有多少资金能够投入还是未知数。
财政政策就是慢，没有办法。
问题在于2009年上半年的7.37万亿银行信贷的大部分都是用于基础建设，这也是通过明天的产能过剩
拉动今天的产能过剩。
而剩下的30%～40%的信贷主要用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短期信贷和票据融资，这笔银行信贷对中国的
股市和楼市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三、是什么催生了泡沫消费从2001年开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逐步放弃了制造业。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劳动成本一上升，在以金融炒家为首的基金股东的压力之下，美国的制造企业就
开始纷纷把工厂搬到中国。
　　所以美国制造业开始不断地衰退、不断地淘汰，而中国的制造业却如火如荼，越来越火暴。
越来越多的美国淘汰制造业搬到中国来，只要美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持续上升，它的下场就是关门，搬
到中国去。
而从2001年到2008年，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从700元增长到1 000元。
这么多年，每年的增长率低得可怜，不到5%。
这一切就是因为国际分工。
国际金融炒家给我们中国人一个美丽的名词叫做“制造业大国”，就像它们给格林斯潘一个美丽的名
词“金融教父”一样。
我们一听，还得意得不得了。
我们是制造业大国？
请各位读者想一想，怎么可能呢？
我们太单纯了。
　　为什么全世界的媒体都不约而同地说中国是后起之秀，是崛起的大国，是制造业大国？
就像它们当初吹捧格林斯潘一样。
于是更多的工厂在中国落户了，而劳动成本却根本不可能上升。
为什么？
因为这个指标太重要了，这是格林斯潘看重的指标。
所以这么多年来，美国的劳动成本几乎没有任何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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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郎咸平说:谁在拯救中国经济(复苏的背后和萧条的亮点)》：我们需要“第四驾马车”来拉动经济，
这“第四驾马车”不是产业升级，而是由产业链高效整合所带来的利润。
我的观点很清楚，只有企业的利润才是内需的唯一长期来源。
股市，还是楼市等等虚拟市场的机会还是有。
而且在美国政府的强势介入下，黄金和欧元的走势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如何把握危机时候“虚拟市场
”仅存的机遇？
美国政府在2009年的年中之后到底想达到什么政治目的？
当然，我的水平有限，只有30%的把握，我认为有可能针对中国。
能够想到放弃创造力，那需要多大的创造力？
一个既不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靠产品创新的公司，它不但能扛住金融海啸，而且业绩还不错，
它们的产品既便宜又时尚，到底是什么原因？
只有掌控“6+1”的整条产业链，你才能做到晋江企业的水平。
只有把产业链极度压缩之后，你才能够做到ZARA的水平。
郎咸平的百姓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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