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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一共五个部分。

　　本书的第一部分谈的是每个老百姓都关心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生活总是这么难。
我们的老百姓总会面临几个难题，似乎还都很难解决。

　　第一，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了，我们工作不努力吗？
我们不够节俭吗？
都不是。

　　第二，为什么我们什么东西都比美国贵。
美国人实在太幸福了，人均年收入四万美元，我们呢？
才几千美元，而且美国几乎什么都比中国便宜。

　　第三，为什么我们的蔬菜价格这么贵。
这已经不仅仅是大蒜和绿豆的问题了，而是一般蔬菜价格也像股价一样大幅度的变动，搞得这些小菜
贩子卖菜像玩股票一样。

　　第四，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
现在连吃个饭都不安心，本书找了地沟油的例子来做解读，这些商人黑心黑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社
会道德出现什么问题了？

　　第五，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这么不靠谱。
霸王洗发水事件和云南白药事件酿成轩然大波，还有三聚氰胺也死灰复燃，毒奶粉又在一些省份上架
销售，这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惊心动魄。

　　第六，为什么我们年轻人没有出头的机会。
电视相亲搅起了惊涛骇浪。
一群伪君子挥起道德的巨剑指向我们的年轻人，说他们拜金。
可是我们的社会给年轻人往上爬的机会了吗？

　　本书的第二部分谈的是为什么医改、教改和房改这么难。

　　第七，为什么我们的医改这么难。
全世界的医改都难，这不是中国的专利。
但是2010年美国的医改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那就是医改成功的关键是必须斩断医生和药厂的挂钩。

　　第八，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
大陆的教改是属于重度偏离的那一种，但是香港几乎无为而治的教育体系，竟然成了成功的典范。

　　第九，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一：火山理论。
中国虽然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但却是全世界几乎唯一不怎么替老百姓建
设经适房和廉租屋的国家。

　　第十，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二：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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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七大部委联合推出的重庆模式给了我们一丝希望。
重庆模式或许是中国地产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书的第三部分谈的是为什么我们企业的日子过得也这么难。

　　第十一，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活不下去：富士康悲剧。
富士康十三名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震动了全中国的老百姓。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富士康背后真正的元凶苹果电脑。

　　第十二，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去：吉利收购沃尔沃。
实在不知道李书福娶的到底是美女呢还是弃妇。
我们的企业是一批批地走出去，又一批批地倒下。

　　本书的第四部分谈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环境这么糟。

　　我们国家2010年的政策可以说被误导到了节能减排的领域。
气候变暖就是个惊天大谎言。
今天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节能减排，而是：
　　第十三，为什么我们的垃圾问题这么严重？

　　第十四，为什么我们的水资源问题这么严重？

　　本书的第五部分谈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处理国际事务这么难的问题。

　　第十五，为什么美国人这么不讲理。
2010年的5月份，“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果是让美国透过汇率大战拿走了我们8
000亿元的新能源市场！

　　第十六，为什么德国人这么不讲理。
2010年的7月份，德国代表团来了，透过和美国类似的方式拿走了一大堆让中国人感到痛心的“以市场
换技术”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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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咸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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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著作有：
①“郎咸平说”系列（《公司的秘密》《热点的背后》《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金融超限战》《
谁在谋杀中国经济》《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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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难
　第一章　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
　　一、最长的工作时间VS最低的工资收入
　　二、“被增长”的财富速度：跑不过CPI，也跑不过GDP
　　三、是谁让我们如此辛苦
　　四、我们能给贫穷者什么希望
　第二章　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
　　一、可怜的越穷越贵：中国人的“伪幸福生活”
　　二、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
　　三、如今我们已做错了选择
　　四、谁拿走了我们的资源
　第三章　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
　　一、张悟本，怎么就成了“神医”
　　二、别炒股了，炒大蒜和绿豆吧
　　三、当青菜坐上过山车
　　四、我们的模式错在哪里
　　五、从新奇士模式看产业链整合
　第四章　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
　　一、百倍于砒霜?黑暗下的黄曲霉素
　　二、伪装下的地沟油：辨别难似“哥德巴赫猜想”
　　三、地沟油，中国“最完美”的产业链?
　　四、日本模式，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五、地下产业如何走进阳光
　第五章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这么不靠谱
　　一、就在你身边的虚假宣传：霸王洗发水和云南白药牙膏
　　二、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三、媒体的底线：谁来捍卫我们的利益
　　四、什么才是正确的政府角色
　第六章　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出头机会
　　一、被扭曲的相亲产业链
　　二、扯开遮羞布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三、没有灵魂的拜金主义者?
　　四、拜金与笑贫的辛酸背后
第二部分　为什么我们的医改、教改、房改这么难
　第七章　为什么我们的医改这么难
　　一、我们的医改还在半空
　　二、美国如何踏进医改“雷区”
　　三、我们为什么看不起病
　　四、他山之石：医改成功靠什么
　　五、逼出来的“高州经验”
　第八章　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
　　一、教改=折腾教授?
　　二、大学再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三、大学的钱应该怎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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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谁来推倒大学的围墙
　第九章　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一：火山理论
　　一、“火山”之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二、封堵火山的天外来石?
　　三、美国房产税，为的是藏富于民
　　四、我们的房产税，到底藏富于谁
　第十章　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二：重庆模式
　　一、火山理论遇到重庆模式
　　二、什么是重庆模式的杀手锏
　　三、重庆模式，化解火山危机的希望?
　　四、广东经验，大刀挥向何方
第三部分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过得这么难
　第十一章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活不下去：富士康悲剧。

　　一、“富士康悲剧”的幕后凶手
　　二、到底是谁剥夺了我们的尊严
　　三、什么是拯救富士康的希望
　第十二章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去：吉利收购沃尔沃。

　　一、沃尔沃：“美妇”还是“弃妇”?
　　　　二、汽车跨国并购：解不开的魔咒
　　三、西方工会：吉利心中永远的痛?
　　四、又一幕悲剧在上演?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我们的环境这么糟
　第十三章　为什么我们的垃圾危机这么严重
　　一、垃圾围城，什么才是我们最大的危机
　　二、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些垃圾
　　三、日本的反省：经济增长错在哪里
　第十四章　为什么我们的水资源危机这么严重
　　一、“人就水”还是“水就人”：深藏在水资源短缺背后的玄机
　　二、生产方式：水污染的极恶者
　　三、“坏人”监管“坏人”才是最好的?
　　四、要“治水”，先“治人”?
第五部分　为什么政府处理国际事务这么难
　第十五章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不讲理
　　一、“篮球外交”，来者不善
　　二、买单新能源?中国欠了谁
　　三、美国给了我们什么意外
　　四、奥巴马的双簧
　　五、8 000亿，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六、我们的让步，何时才能叫停
　第十六章　为什么德国人这么不讲理
　　一、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了
　　二、德国，一个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对手
　　三、5 000亿，德国人的又一个目标
　　四、市场经济地位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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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被增长”的财富速度：跑不过CPI，也跑不过GDP不知道大家发现
没有，我们的GDP在大幅上升，但是居民储蓄的上升却非常缓慢。
如果储蓄是一个财富衡量指标的话，那我们这几年的GDP尽管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的，但却跟我
们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财富的增长速
度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
读者可以问问自己，我对我的收入满意吗？
我的收入能够应付我的生活支出吗？
大家基本上都会说，收入总是跟不上支出的步伐，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我们的收入既跑不过GDP（见图1-4），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收入竟然也跑不过CPI。
在相同的起跑线之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们的收入了。
图1-4 中国人年均储蓄和?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图（图中上面的线条是人均GDP，下面线条是人均储蓄
）茅于轼曾经问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可是我们却是不富裕的？
”这是什么原因？
包括咱们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首长去非洲考察工作，给非洲的几个国家题词，按照咱们的惯例，领
导们题词都会说：“勤劳、勇敢的中非人民友谊长青，友谊万岁！
”看到这个，非洲领导人就不干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勤劳，我们非洲人不勤劳，我们只勇敢。
看到没有？
非洲人民可不认为你说他们勤劳，是在称赞他们的。
想想看，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又出?“民工荒”，99%的企业缺工人。
后来有很多人分析了原因，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因为订单增多了，而是因为工人对工资不满意，工资实
在是太低了。
近10年，东莞的工资基本上都是770~900元月薪，包吃住，10年都没有怎么变化，但是这10年来的通货
膨胀却在大幅度增长，所以我们的农民工越来越穷，我们也就成了全世界收入最低而工作时间最长的
民族了。
我们的“农一代”是非常勤劳的，为了770~900块的薪水，他们愿意出来打工，因为在他们的家乡有着
嗷嗷待哺的妻儿们，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
可我们的“农二代”可不是这样的，他们可不想为这点小钱打工。
而且“农一代”还都不舍得让自己的儿女出来打工，太苦太累不说，也挣不了什么钱。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毒瘤，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国家薪资上不去的话，储蓄也就上不去，那我们怎么
增加消费呢？
我们国家目前所推动的任何鼓励消费政策都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太贫穷了。
对于政府来说，必须要先使老百姓富裕，才能够推得动消费。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有这种钱包的危机感，总觉得自己的支出永远要比收入多。
在钱包危机感之下，中国“80后”现在面临着这个工资低、物价高的现状，就调侃自己说：“三十难
立、四十迷惑、五十听天由命”。
我发现中华民族其实是个非常幽默的民族，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还能这样自我解嘲，实在让人感到
心疼。
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我们先看一个惯常的错误理解：租金管制可以预防通货膨胀。
这一观点可以这么解释：因为租金进入并深深影响着生活费用，租金的增长将迅速导致工会要求一个
更高的工资，因此将使当前的生产成本增加，商品现行价格增长。
通常，经济学意义上任何商品的短缺都将引起其价格的上涨。
这就迫使公众节省对这一商品的使用，同时使私有企业增加其供给变得有利可图。
假如价格急剧上涨的一个后果是使穷人遭受到困难，那么缓解这一困难的一个简洁而又更加公平的方
式，就是依赖一般财政收入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
而租金管制这一替代政策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房东作为一个阶层，而不是社会整体，却要去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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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很大比例的房客进行补贴。
另外，当租金被广泛认为会有一个急剧的上涨时，租金管制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劳动力的变动，这将
阻碍私人企业在工人阶级住房方面的投资，也会使现存受管制房屋的存量急剧下降。
我们没有讨论对穷人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可行性。
我的观点是这种直接补贴的方法所产生的成本将远远少于我们所熟知的租金管制体系产生的费用，更
为确定的是，它将受到较少的社会抵触，也无需建立处于租金限制法之下僵硬的法律机器。
作为政治问题，大家很可能认为租金限制法律相对来说更容易制定，也更具有吸引力，能够普遍地被
大部分选民当作帮助穷人的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来接受。
但是当经济学家或者任何科学家根据“政策可行性”去推进或者证明这一政策合理性的时候，结果将
是令人郁闷的。
学者的工作是为公众指出并尽可能清楚的预见可以被选择的替代性政策的主要影响。
如果这一工作被公正的做出来，那么将有效地把更受欢迎的经济结果告知相关公众，而假如有更加温
和的措施被提出来用于处理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这种方法的使用将增加更为明智的替代性经
济政策最终流行的可能性。
本文摘自［英］E.J.米香（E.J.Mishan）的《经济学的真相：13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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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编辑推荐：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过得这么难？
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
为什么我们看不起病？
不是中国人不勤劳。
是我们的生活太难。
和所有《郎咸平说》不同。
和百姓最想读的一样。
这就是最好看的《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本书的第一部分谈的是每个老百姓都关心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生活总是这么难。
我们的老百姓总会面临几个难题，似乎还都很难解决。
本书的第二部分谈的是为什么医改、教改和房改这么难。
本书的第三部分谈的是为什么我们企业的日子过得也这么难。
本书的第四部分谈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环境这么糟。
本书的第五部分谈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处理国际事务这么难的问题。
这是过往出版过的所有《郎咸平说》中最精彩的一本。
这是最紧扣热点、最贴近民生的一本《郎咸平说》。
说它紧扣热点，是因为百姓在生活中所见所闻的热点事件，富士康、霸王洗发水、大蒜和绿豆价格、
地沟油、电视相亲、房价新政、医改和教改，郎咸平都做了最精辟的解读。
说它贴近民生，正如郎咸平在书中说，在中国做事难，做人难，过日子更是难。
中国经济的问题错综复杂，老百姓怨声载道。
这些问题看来都是些很简单，却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为什么？
不是我们的干部不聪明、不能干，而是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总是只看到表面现象，奉行的原则也是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来不去想怎么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本质的问题。
其实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是非常具体的，说白了就是收入低、物价高、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
和其他泛泛而谈的书不同，郎咸平特别挑了十六个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对每一个话题都深入研究了最
根本的本质问题，因为只有了解本质，才能真正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
多媒体多渠道推广：A，《郎咸平说》，全国60家电视台全程加油。
B，通稿专访，全国100家平面媒体同期宣传。
C，新浪郎咸平微博，国内外10万粉丝力挺。
D，腾讯“郎视野”全线推广，100位学者助阵。
最紧扣热点、最贴近民生的一本《郎咸平说》字字句句，说出百姓心中所痛。
近在眼前，你身边的利益代言。
《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5个大主题，16个小主题，说到中国人的心坎上。
一说民生，二说三改，三说企业，四说环境，五说政府，说得中国人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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