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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决策内参》立足中国改革发展进程，关注社会焦点、热点和难点，梳理发展经验与教训，推介发
展模式与方法，借鉴海外经验与启示，透视历史与现状，探讨改革发展的路径与未来。
　  ●《决策内参》传递中央及各部门改革发展的声音和政策精神，聚焦高层智囊的争鸣交锋，直面
改革关键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集各个社会阶层对改革发展的感受、观察和诉求，透过改革发展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挖掘政治、经济、社会等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复杂因素，提供国家战略、公共政策
的决策参考。
　  ●《决策内参》将可读性与理论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有机结合，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作
用，是各级领导干部案头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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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摸对了石头　世界经济版图面临重塑　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　“弯道超车”的智慧与风险　PPI会
传导到CPI上去吗　比注资更重要的是什么　中国金融体系的“免疫力”　“积极”成政治热词的思
考垄断与内需同根相煎　宽容与促进“非正规就业”　扩大消费需求断想　促就业应向何处使劲　公
平竞争保障“自家和尚好念经”　补贴农业不如放开粮价　粮食危机何尝不是机遇　“打破垄断”是
正确的观点吗　不要误解了“打破垄断”的原意　再辩“打破垄断”的原意政治生态环境经不起折腾
　在领导面前制度为啥“缺钙”　要大力删减八种话　官员媒体述职的表功之嫌　“面子”情结的障
碍　也谈敬畏意识　抽签选官之中的理性　好人主义盛行的忧思　地方官员“涂脂抹粉”的背后　“
会议经济”勃兴的背后危机考验政府管理能力　“苗条政府”经验弥足珍贵　不应高估随州改革　把
“羊群”往哪里赶　警惕群体事件的标靶转移效应　挨骂也是基本功　政府管理的诀窍　仇和们仅有
魄力远远不够　农民工创业别“赶时髦”　三鹿危机后的新期待　说说“生态商”　“统计法”成热
点的另类解读制度缺陷成权力的试验场　“富人当政”现象剖析　深读“穷人经济学”　“谁是穷人
”的政府难题　“大手笔”花钱的财富错觉　面子与管理　重视制度对先进性的保障功能　期待建立
“全国纳税人日”　山西煤老板发家史启示　东航贱卖发人深省　“免检”的理性思考　高速公路是
谁的领导干部的“回头率”从哪里来　领导干部的“回头率”从哪里来　领导干部“容人”艺术全解
　高官“以书施政”的良苦用心　“丙吉察牛”的启示　松的原则与柳的灵活　领导干部过硬的执行
力来自哪里　领导干部“网商”意识有几何　说条件开发官场的收益与风险　也谈“当官”的风险度
　深读官场的“场”　官场有禁区官员有禁忌　官场“显境”与“隐境”权力不能总是脱缰裸奔　政
府行为“底线”之辩　“权力撞车”如何避免　警惕权力的“陷阱”　“顾氏定律”机理解析　问责
官员的另类视角　官员问责窘境待解　当敛财成为一种嗜好　嗜，取之有道　“吃吃喝喝”算不算腐
败　官员抵御诱惑的防火墙　给“贪欲”加上一把“锁”　勿以官小而不廉　再遇屈子祠中贪官题刻
　“权力相对”现象与组织行政化民意是个好东西　别误读了“群众感觉”　油水·石水·乳水　网
络舆情与“口香糖思想”　民意是个好东西　“书记下跪”无人理睬的反思　博客政治的民意表达　
官员博客是非之辩　第一信号·第一选择·第一标准官员亚健康状态揭秘　漫议“呼噜委员”　“承
望者”现象透析　“开发领导”经验流行之后　“余热”之说质疑　“退二线”领导的类型　疗治“
官后综合征”　面试的黑箱　“文凭化”倾向的负面效应　领导干部离“亚健康”有多远奥林匹克风
吹鼓了大国心态　奥林匹克风行的奥秘　奥运给当代中国青年的机会　和谐梦想的“云梯”　日渐成
熟的民族心态　良好国际形象的背后　误读中国与形象重塑文明成了不文明的拐杖　世界也像一棵树
　“百姓”称谓与官文化残余　法院门前为什么要摆石狮子？
　文明基因异变之忧　为什么要写当代史　文明，脆弱身躯的拐杖文化“产业化”诱发的全民媚俗　
相声的莫名尴尬　全民媚俗与“小沈阳”蹿红　科学崇拜悖离科学精神　文牝岂止是“搭台”、“唱
戏”　抗周期：文化产业正与奇　谨防“文化”与“产业”相互污染　企业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从奥巴马看球谈文化商机专家缘何成了“砖家”公共危机彰显体制优势　冷眼看世界，另眼看中国“
第四权力”的道德边界晒晒我们的幸福指数东土的　和尚与西天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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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摸对了石头世界经济版图面临重塑作为一度占据美国车市半壁江山的汽车业王者，2009年6月1日
，通用汽车公司正式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了破产保护。
通用的破产保护或许标志着从2008年9月份开始的金融海啸已经开始对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
通用的破产保护不仅影响到其9万名直接雇工的就业，还将额外导致相关产业链上的130万人失业。
通用的破产保护，不仅仅是美国一个标志性行业的倒下，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美国依靠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来推动经济持续前进，却将制造业大量地转移至中国等低成
本国家；今天花明天的钱是人们普遍的消费方式，整个国家更是依靠大量的发行国债来支撑国民的高
消费；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信心，从而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股市和房市，
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业的奇迹，泡沫越吹越大，监管却日趋松散。
种种积弊，终因次贷危机的爆发，将曾一直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美国，拖入了持续衰退的
泥淖中。
虽然奥巴马政府推出了8000亿的救市计划，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补窟窿而已，离走出衰退，还有漫长的
道路。
奥巴马也声称，衰退或将持续数年。
这次的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中国虽然目前还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但是很多经济指标已经显示出经济回暖的迹象。
中国凭借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积攒了充足的资本。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中国政府就有了积极的应对之策：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十大产业振兴计划
，利率下调，出口退税率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着眼于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来刺激内需。
作为高储蓄国家，如果能让消费者将一部分的储蓄转换成消费，中国就将可以逐步通过内需来带动经
济发展。
从目前的发电量、税收、零售额等数据来看，‘政府的经济政策成效已经初现。
中国目前的GDP大约只有美国的1／4，但中国必将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中国制造不但持续不断地给世界提供产品，其占全球人口1／6的国内市场，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正在日
益显现并扩大。
与美国各大企业出现资金紧张，金融机构纷纷惜贷，导致流动性紧缺，只能通过政府向各大企业注资
不同，中国目前从政府到个人投资者都在寻求合适的抄底机会及投资市场。
在欧美国家应对危机自顾不暇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投资于新兴国家来占领新的出口市场从
而拓展我们的市场空间。
金融海啸对美国的冲击，在持续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不断翻新的情况下，还将导致高科技人才不堪
忍受失业压力纷纷回流，这又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在经济复苏后的新技术发展，也直接影响到
美国是否还能继续以技术创新采引领经济增长，而回流的人才必将促进其回流地的技术及经济的发展
。
此次的金融海啸，也是世界原有金融体系崩溃、新的金融体系构建的过程，也是世界新的经济秩序和
经济格局的形成过程。
美国建立在借贷基础上的消费繁荣将不再继续，其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将逐渐旁落。
而在已形成的欧美、日韩、金砖四国和其他经济新兴国家这样的经济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从金融
海啸中快速恢复的国家，必将在全球经济的复苏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必须主动做出努力来争取改
变现有的世界经济皈图，并着力维护这种全新的世界格局。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当代中国是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
。
与此相对应，中国模式是快速发展的模式，是有效转型的模式，是大国崛起的模式，是社会主义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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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作为一个多方面的集合体，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借鉴意
义。
一些发展中国家看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验。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举措，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
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当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贫困。
中国模式回应了发展中国家有没有能力消除贫困的疑问。
现在对中国模式感兴趣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那些发展水平低于或接近于中国的国家，那些与中国保
持良好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
近些年，中国模式在非洲就有较大的影响，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在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历经动荡和经济落后的非洲，希望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如何处理稳定与发展，如何在参与经济
全球化中受益，中国模式无疑值得参考和借鉴。
一些转型国家看重中国有效转型的经验。
在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之中，不少国家经历了经济体制等方面的转轨。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经历了磨难甚至失败。
比如俄罗斯，转轨中采用理论上“看上去很美”的休克式激进疗法。
然而这导致一段时期俄罗斯经济连续多年的严重衰退，社会失业和人民贫困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了
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已下降了一半。
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了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
这些危机有诸多原因，但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在转轨中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休克疗法等。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渐进改革则提供了另一条成功转型经验，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反思。
一些大国看重中国和平崛起的经验。
以前的“亚洲四小龙”曾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典范，这引起很多类似国家的学习和模仿。
但它们毕竟是小国或地区，对大国的影响有限。
在冷战后世界格局分化重组之时，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地区大国都在寻求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在
新的国际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素有“金砖四国”之称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来说，中国和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
度和巴西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与“四小龙”相比，这些大国的崛起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而且是一个饱经灾难大国的复兴。
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埃及等具有远大志向的发展中大国，都对中国模式给予了赞许，对中国崛起
之路倍加关注。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各国在艰难中探索。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为这些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支持。
而中国模式的兴起，对这些国家既是鼓舞，也提供了一些经验。
越南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中国的做法。
古巴和朝鲜开始的一些改革，也注意到中国的经验。
不少古巴经济专家认为，古巴与改革前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古巴和中国在国情、人口、经济力量等诸多方面也有许多差别，古巴不能完全照搬中国模式，而是应
该在积极学习的基础之上，根据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
中国模式对世界各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是客观的，也是积极的，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
。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
一方面，中国模式自身还不成熟，还在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精髓是依照国情走自己的路。
各国如何借鉴中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最重要的不是看中国怎么做，而是破除世界发展单一道路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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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积栖依照独特的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在发展模式上应当百花齐放，并且互相学习和借鉴。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弯道超车”的智慧与风险金融危机以来，有个“弯道
超车”的词汇很时兴，诸如“正是弯道超车时”、“超越常在弯道处”等等，常见诸媒体。
而有人也常把“弯道超车”当成时髦用词，甚至把它当成一个“筐”。
笔者认为，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过程中，更应遵循科学的理念，少一些追风，多一些思
辨；少一些功利，多一些平实；少一些机械，多一些创意，把准“弯道超车”的时机，杜绝因盲目追
风，赶彩头而多走弯路。
“弯道超车”，原本是赛车上的一个术语，指参赛车手在拐弯处比直线跑道上更易超越对手。
有人认为，金融危机让我国经济正处在“弯道”上，此时正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超越对手的良机。
应当说，经济发展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产业重新布局，企业重新洗牌，新机遇不断涌现的关键时期
，以“弯道超车”比喻危中有机，有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的功效。
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成本消耗账、安全风险账、实力功力账等几笔大账，就不难看出，这种说法也仅
仅算是一种比喻而已。
第一笔账，成本消耗账。
一般情况下，对有经验的驾驶员来说，他不会弯道超车，因为他知道弯道超车更耗油，更易磨损发动
机和轮胎，缩短车辆的寿命。
因此，这笔账不合算。
赛车选手敢于弯道超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项“烧钱”的运动，可以不计后果地“超越
”。
不过，经济发展要追求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可以率性而为的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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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决策内参(第1辑):第一言论》编辑推荐：洞察时局变迁，审视社会脉动；聚焦高端争鸣，干部决策
参考。
世界经济版图面临重塑“弯道超车”的智慧与风险在领导面前制度为啥“缺钙”“面子”情结的障碍
地方官员“涂脂抹粉”的背后仇和们仅有魄力远远不够深读“穷人经济学”官场“显境”与“隐境”
权力不能总是脱缰裸奔“书记下跪”无人理睬的反思疗治“官后综合征”文明，脆弱身躯的拐杖为什
么中年人最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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