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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3版，第77页。
在本书付梓之前，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研究一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提升本书的理论高度。
好，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当年是如何概括帝国主义的特征的：（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
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
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
土瓜分完毕。
一针见血！
列宁的这些论述，足以让我们看清今天的国际经济本质，足以让我们厘清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
本轮金融危机开始时，记得媒体报道过《资本论》在欧洲脱销的消息。
其实在我看来，欧洲人应该大买特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才对。
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的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分析的就
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列宁告诉我们，垄断是今天国际经济的常态，金融寡头统治着今天的全球经济，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
已经或者正在瓜分全球的市场。
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要面对的经济生态。
我想，我们内地的读者，只要高中毕业，为了应付各种考试，都曾熟练背诵过列宁的这些论述。
我奉劝各位读者，结合你的经济生活，回过头来，再好好思考一下列宁的这些论述。
现在，帝国主义以新的面目出现，我姑且称之为“新帝国主义”。
按照列宁的思路来分析，这里的“新”主要体现在：（1）垄断组织今天发展得更为强大，不仅仅通
过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而且在政治文化上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
君不见，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总统、首相、议会，不就是这些垄断组织的跟班吗？
各位读者如果好好看看本书中沃尔玛的案例，就会明白，沃尔玛以“贪吃蛇”的方式，是如何整合和
控制产业链，并形成巨大的垄断组织的。
（2）今天，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已由传统的银行转变为现代的“投资银行”了。
他们不仅仅与产业资本融合，而且与传统的银行资本融合；这种融合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通过
各种金融工具，控制产业资本和传统的银行资本。
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各种金融产品和杠杆工具，撬动全球全社会
的资本，呼风唤雨，为一己私利，牢牢控制全球的经济资源。
他们不仅能使某个产业破产，还能做到使某个国家破产。
本书中所谈到的所有案例，都有现代金融寡头的影子。
（3）今天已经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的时代了，而是资本自由化的时代。
资本自由流动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
请各位读者好好思考一下今天的金融危机，回头再看看南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就会明白金融
寡头的“资本输出”战略，是如何利用资本自由化规则，来搞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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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
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
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
道。

郎咸平在本书大胆提出“新帝国主义”的概念。
他说，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国际贸易纠纷，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系列并购动作，都是西方国
家战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国主义”盘旋在我们的上空。
他指出，?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地配合。
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的几个民族企业、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
济的未来之路。

本书重点分析了“力拓间谍门”、“汇源收购案”和“四大粮商”发动的粮食战争等，试图解释给读
者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内幕。

请听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话！

看“新帝国主义”如何算计中国！

看郎咸平如何揭开外资的真相和现代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以及他们疯狂的掠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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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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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公认为公司治理方面的顶级学者。

中文著作有《操纵》《整合》、《运作》、《思维》《标本》《科幻》、《模式》、《突围》、《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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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第一部分 现代琦善的故事
第一章 轮胎特保案答辩：为什么惨败于美国
一、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轮胎征惩罚性关税
二、美国工会提出的事实是否属实
三、美国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美国资本家
四、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五、掌握游戏规则才能做出有力反击
六、报复性关税弊大于利
第二章 水价合同谈判：为什么惨败于法国
一、城市水价涨声一片
二、兰州模式注定涨价宿命
三、威立雅合同陷阱
四、将来我们会喝不起水吗
第三章 力拓铁矿石谈判：为什么惨败于美澳日
一、“?拓事件”折射国际铁矿石交易控制权
二、铁矿石价格由谁决定
三、华尔街有最终的定价权
四、日本钢企的情况
五、日本钢企积极参与铁矿石开发投资
六、中日钢企的差别
第二部分 现代东印度公司：盂山都+四大粮商+华尔街
第四章 大豆大战：我们为什么惨败
一、国际大豆价格波动
二、中国压榨企业纷纷破产
三、四大粮商
四、四大粮商都控制了什么
五、炒蛋的油将由华尔街来定价
第五章 玉米大战：难逃惨败的厄运
一、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反倾销？

二、?米与石油挂钩
三、如果中国开放玉米进口
四、即使中国不开放玉米进口
五、孟山都的玉米中到底藏着什么
第六章 棉花大战：毒手已开始操纵
一、中国的棉花市场已经被全面操纵了
二、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产品
三、登海公司的遭遇和孟山都的做法
四、面对美国政府的棉花高补贴率，中国怎么办
五、中国农业怎么办：其他农牧产品也难逃毒手
第三部分 揭开新帝国主义的“画皮”
第七章 从汇源谈起：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的真面目
一、避开德隆系
二、这只是外资大规模收?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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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惊人的外资企业覆盖率
四、有人想过外资大量收购的后果吗
五、如何应对外资的大规模收购
六、警惕不公平收购
第八章 从沃尔玛谈起：外资整合中国产业链的真面目
一、沃尔玛的思维高度
二、沃尔玛室什么来整合产业链
三、沃尔玛军团为什么能压缩成本
四、沃尔玛这条贪吃蛇的七寸在哪里
五、沃尔玛与万达：四年间从牛气冲天到被抛弃
六、成也物流，败也物流：为什么传统优势让沃尔玛在中国头痛不已
七、青出于蓝？

八、沃尔玛的出路
第四部分 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第九章 看现代欧美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索马里海盗的真正原因
一、与世无争的古国：索马里
二、索马里灾难的开始
三、从渔民到海盗：他们为何铤而走险
四、他们没有明天
第十章 看现代欧美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外媒批评中国非洲战略的真正原因之一
一、独立，并不意味着摆脱帝国主义
二、第一个圈套：比较优势
三、第二个圈套：私有化
四、军事行动为经济利益服务
五、里应外合，他们将非洲洗劫一空
第十一章 看现代欧美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外媒批评中国非洲战略的真正原因之二
一、西方视角看中非关系
二、中国威胁欧洲在非利益？

三、中国对非政策遭遇妖魔化
四、中国破坏了西方的利益格局
第五部分 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第十二章 要了解美国，就要先了解奥巴马：我们应该怎么看他
一、传奇的黑人总统
二、奥巴马的标志：改变
三、奥巴马旋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四、奥巴马班底中的精英们
五、奥巴马能否力挽狂澜
第十三章 欧洲人怎么看他：诺贝尔和平奖，怎么就是奥巴马？

一、核心原则：感动挪威的“年度”国际人物
二、勃兰特：跪一次，得个奖
三、戈尔：拍个电影，得个奖
四、基本标准：北欧价值观的代言人
五、此“和平”非彼“和平”
第十四章 奥巴马如何对付中国：解读奥巴马访华的三个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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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引进迪士尼是个荒谬计划
二、第一个礼物：汇率大战
三、第二个礼物：贸易大战
四、第三个礼物：成本大战
五、美国的国家战略绝不会因为迪士尼而改变
六、美国人的逻辑思维平台
七、美国人对付中国动用了创造思维
八、中国经济的潜在困境
九、?对危机，不同选择不同结果
十、中国会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吗
十一、中国会陷入通货膨胀吗
十二、落井下石：美国将如何算计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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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现代琦善的故事第二章 水价合同谈判：为什么惨败于法国三、威立雅合同陷阱威立雅花了17
亿元购买我们的水厂，合同里有什么陷阱呢？
第一，规定水价上涨的公式，而且这个公式和成本无关。
如果说你一立方米水的生产成本是5毛钱，成本涨到6毛钱的话要加价，这还可以理解，因为你的成本
上升了。
但事实不是这样，按照这个公式，兰州水务公司要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上调水价，而不是
根据成本上调。
各位读者能相信吗？
当地的收入和物价水平是不是真实的数据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
由于水价上调遭遇舆论压力，威立雅非常气愤地公布了这个合同。
按照合同条款，兰州市必须涨价，否则萨科齐就会打电话，法国人就是这么可恶。
第二，兰州供水集团的土地本来要卖8.37亿元，但是兰州市政府考虑再三，决定不将其计入转让资产
，也就是说免费给威立雅。
第三，兰州市供水改造潜力很大，因为兰州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没有分开。
工业用水对水的品质要求比较低，脏一点没关系，因为只是用于冷却机器。
但是由于兰州市没有把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分开，因此工业用水用的也是自来水，这种事情我还是第
一次听说。
而且整个兰州市的管网漏水率高达50％以上，相当于一半的水都白白流掉了。
而且威立雅并不负责维修管网，它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支付17亿元，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
根据物价和收入水平就可以实施调价。
整个兰州市这么大、这么复杂的水网，这是成本最高的一部分，由谁负责？
兰州市政府。
如果兰州市政府不做，要威立雅去做呢？
威立雅说了，所有改造管网的成本全部反映在水价上。
这样一来兰州市政府压力就大了，如果要威立雅来做的话，反映在水价上，就要翻两三番了，老百姓
还不闹事吗？
所以兰州市政府只好忍气吞声，自己全干了。
威立雅干什么呢？
它只来赚钱，它的17亿就是这么收回来的。
  1.将来我们会喝不起水吗　　我们的学者在这种时候也没少干坏事，他们讲了很多问题，帮助各地政
府找理论依据，这是我们这些学者最喜欢做的事。
只要某些地方政府想干什么，不管对与错，找来一群学者，他们就会帮你找理论依据。
这次兰州要上调水价，我们的学者就找来了一些理论依据：第一，调整水价其实对有钱人的伤害是最
大的。
这句话我听不懂，我想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说，因为有钱人家里有游泳池，还要去洗桑拿，所以他们的用水量是普通老百姓的100倍以上，如
果涨价的话，他们每个月要多付3 000块钱，所以他们的负担是非常大的，而一般老百姓可能每个月只
多付30块钱。
拿3 000块跟30块相比，可见有钱人受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这是什么逻辑？
对于中国那些暴富的企业家来说，3 000块钱算什么？
去夜总会一晚上的消费都不止3 000块，他们根本不在乎。
可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每个月水费增加30块，他们就要少吃三顿饭，因为大部分人是非常
贫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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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要涨价可以，对这些企业，尤其是国企涨价，对有钱人，那些家里有游泳池的、洗桑拿的，
对他们涨价，对他们涨价10倍，普通老百姓减一半。
我们老百姓很可怜，我们的抽水马桶水箱上那个抽水的按钮都有两个，一个圆圈切成两半，小半是冲
小便的，大半是冲大便的，我们老百姓用水已经很节省了，还要涨价？
真正用水多的是桑拿，是游泳池，那都不是我们老百姓用的，是企业家用的，因此，要涨价就对他们
涨，涨10倍，我们减一半。
如果这样涨价的话，我相信威立雅事件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
2. 华尔街有最终的定价权　　你会发现这个谈判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铁矿石的价格取决于石油价格和波罗的海指数，真正能够决定石油价格和波罗的海指数的是华尔
街，而华尔街的背后就是美国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公司在谈判的时候是如此的财大气粗，寸步不让。
因为这是战略物资，美国政府不可能让它市场化，不可能让你随便谈判谈出价格，这一定都是国际列
强角力的最终结果，这是必然的。
所以今天的钢协谈判不是一个简单的供给跟需求的问题，铁矿石价格通常都是通过波罗的海指数和石
油价格来操纵的，而在背后支持澳大利亚的是美国政府。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谈？
媒体还告诉我说，郎教授，这次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我们取得了进展，过去的长协议都是一年期的，
而这次签订的是半年期的合同，半年之后，我们就又可以谈判了。
我说，你相不相信，它跟你签半年期合同的原因就是半年之后铁矿石价格必涨。
结果没过多久，石油价格涨到80美元一桶了，波罗的海指数也翻番了，铁矿石价格也狂涨了。
你不是半年之后再签吗，再签就是个涨价的合同。
这一切完全操控在对方的手中，你毫无办法。
3. 炒蛋的油将由华尔街来定价　　从四大跨国粮商对整条产业链的整合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控制
中国的大豆定价权实际上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加工利润这么简单，而是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战略
布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原料在国外、加工在中国的布局。
所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保护本国的粮食安全。
从2007年开始，我国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
但是面临复杂的局面，稳定市场粮价、健全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仍然任重道远。
　　这话不能光由我讲，我们还有很多政府官员和企业领袖也看清了形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徐小青同志是这样说的：经过整合，现在整个大豆行业几乎已
经被四大粮商控制了。
中储粮的定位不是为了营利，国家不可能让它跟外资合作，因此中粮还是一个独立的国有企业，如果
连它都被收购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堡垒。
按照徐小青的话，中储粮还没有被收购，因为这是国家的政策，这值得庆幸。
4. 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反倾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9月12日签署轮胎特保案之后，我们决定对美国的鸡肉进行反倾销调查。
因为美国鸡肉卖到中国来特别便宜，我们不是它的对手，因此我们要反倾销，提高关税。
那么请各位读者考虑一下，美国的鸡肉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第一，养鸡是不是要建鸡笼、建鸡舍？
你觉得在美国建一个鸡舍会比在中国便宜吗？
不会吧？
美国的原料这么贵，美国人建鸡舍的成本比中国高。
第二，你是不是需要雇人去照顾这些鸡？
在美国雇个人照顾鸡，成本也比中国高。
第三，孵小鸡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所以美国的成本也不比中国低，因为孵小鸡也没有别的技术。
第四，美国人养鸡是人道式的养鸡，鸡与鸡之间有很宽敞的空间用来活动，所以美国鸡可以伸伸腿、
散散步，不像我们养鸡是没有空间感的，鸡都挤在一起，蹲都没办法蹲，这么看来在美国做鸡还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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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幸运的。
那么请问，既然建鸡舍的成本不低，人工成本不低，孵小鸡的成本也不低，而且美国养鸡需要更大的
空间，那么美国的鸡肉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饲料便宜。
饲料是用什么做的？
玉米。
所以，鸡肉的问题牵扯到的其实是一场玉米大战。
那么美国玉米为什么特别便宜呢？
5. 面对美国政府的棉花高补贴率，中国怎么办　　美国政府为了让美国的玉米出口到中国，进行了大
量的补贴。
对于棉花也是一样的，1999年8月到2003年7月，美国的棉花生产者总共得到了124亿美元的补贴，而同
期美国棉花的产值只有139亿美元，补贴比率高达产值的89%。
也就是说美国农民每种植一美元的棉花，美国政府就给他们0.89美元的补贴。
到了2001年和2002年，美国的棉花产值是30亿美元，美国政府进行了40亿美元的补贴。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美元的棉花，美国的棉农可以得到1.29美元的补贴。
另外还有数据显示，中国每进口一吨美国的棉花，美国政府给予美国农民相当于人民币600元的补贴。
2005年的7月份到8月份，美国棉花被大量地运往中国的保税区，以很低的价格在中国倾销。
  　　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补贴的，所以美国的棉花非常便宜。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两三百万吨的缺口已经是既成事实，怎么办？
冬天要到了，你要换棉衣，怎么换呢？
你只要进口美国的便宜棉花，一定会重演大豆和玉米的故事，中国的棉花将再无竞争余地。
我们过去还是引进孟山都的抗虫棉33B自己生产，可是一旦开始进口美国棉花，中国的棉花市场将继
大豆和玉米市场之后沦陷。
而且这一次沦陷的后果更加严重，大豆沦陷之后影响的是粮油，玉米沦陷之后影响的是家畜、家禽和
衍生产品包括蛋、奶制品，进而影响到中国的食品，影响到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可是一旦棉花被控制的话，中国出口的最重要的大宗产品，即纺织品的原材料就要受到美国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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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郎咸平的百姓经济学，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话。
外资的真相、现代帝国主义真面目以及疯狂的掠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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