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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大变革始于今日。
从长周期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变革始于一百多年前。
当林则徐等先贤战战兢兢地提出师夷长技、翻译西方书报之时，现代化变革的基因已经潜藏在内。
此后经过由上至下的改革，经过系统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尝试，经过民间土生市场力量与外来市
场力量的冲撞，表层的商业文明与内里的小农经济貌合神离，官方扶持的市场化实验与现代社会一起
半途夭折。
当下的中国，具有以往的中国现代改革史从来没有的经验——改革初始时期的上下合力利益均沾细分
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的目标必须进行二度校正；市场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颇具特色的货
币与资本市场脱颖而出，国内市场并未开放，市场内生动力还没有发挥，市场主体的一只脚已经迈向
了国际；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低效
、贪腐噩梦是否会卷土重来。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世界经济在2007年年末再次发生强烈转向，世界金融中心地带发生强震，
全球看着中国手中握有的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
经济现代化之旅离不开基本健康的社会秩序的护佑，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被内战、外战撕成碎片，
企业、民众在重税之下无法保持对未来的任何预期，而现在，强有力的统治足以让社会维持数十年的
和平岁月，这是中国在追逐现代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岁月，让人联想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前的一段工商
辉煌岁月。
如果不趁此机会寻找到社会的转轨之机，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中国的现代化之梦还将延续百年时间。
历史不会重演，这句话并不准确，历史的幽灵被驱赶出大门，又从后窗跳入内院。
改头换面，其魂则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内容概要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
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
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从宏观经济到金融世界，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打下了市场化发轫初期计划经
济与自由市场胶着的深刻印迹。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
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用一把失去准星的尺子度量各种产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我们不得不忍
受因狂热购买、企业低效而产生的资源价格的上涨，一个失去准星与分配不均的发展模式很难让人长
期忍受，目前的改革之路亟须找到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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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与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坦言
，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这前所未有的表态，是个明确的信号，预示市场3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经历数轮经济变革，产业领域市场化之船行到江心，却遭遇金融危机的狂风大浪。
要保住新兴工业国的改革成果，中国有两场经济硬仗要打，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货币必须市场化。
如果此战不赢，改革将倒退几十年。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200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在外界压力下，进入深度调整期。
2003年加入WTO之后的红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而耗散，外贸依存度达到60％以上的经济体，一
旦出口之闸堵塞，相当于市场血管二堵其一。
如果以为经济领域的新变革起始于2008年则是大错特错，从2007年起，全球通胀的阴影就开始如影随
形，对于通胀的警告、对通胀成因的分析见诸各个报端。
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
）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在国有企业领域暂告一个段落。
环境污染、资源抢夺、现代奴工等极端现象的曝光，指向只有一个，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
面临大变局。
拉动内需被赋予承担中国下一个改革30年经济增长点的重任。
没有人否认关键时刻拉动内需的重要性，但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
、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抑制内需的重要因素。
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拯救运动，却变成了单纯靠投资拉动的似曾相识之路，居民消费欲振乏
力。
中国需要反省既有之路，思考撬动内需的真正力量到底来自于何处。
内需经济意味着市场领域的深入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与分配领域的彻底市场化，依靠财政部、国资
委对央企的限薪行动，依靠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行动、依靠发放消费券，会取得弥补消费
缺口的应急作用，取得短暂平衡，但只依靠政府的补贴，很快会面临更大的失衡。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
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
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
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
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
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
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
在当下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心存畏惧（而不是敬仰）的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
与美国曾经的垄断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一样，这些企业体量巨大，大到足以与20世纪
的美国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大到市值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工、中、建、交四大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
银行，2008年年末占据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位中的四席。
这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资本泡沫的常见胜利，更预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资本集聚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
是史上已有的国家主义的延伸，但在表象、技术手段、目标等方面已有本质区别。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相似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2l世纪头10年的中国，表面上如此神似。
两个时代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
美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评论家称为“新时代”，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上空。
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21世纪最初四五年的高
增长低通胀的奇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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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我国截止到2008年3 000亿的财政赤字与20万亿以上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3.9万亿
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巨额的财富积聚让中国骤然变成世界经济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整个2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
跌最后降到3.2％的历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史诗长剧中
，城镇4％左右的失业率令人印象深刻⋯⋯两个时代同样以全民炒股的方式开启了全民资本时代的大
门，全球货币掌控权出现微妙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国际货币控制权开始转移，是时作为老大的英帝国虽然试图挽回颓局，但控制权已无可
奈何地转移到了新兴美利坚，四处弥漫的欧陆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
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20年代进入兑付期；稳定的收入、兑付的债券与借贷消费文化的兴起，让
美国成为消费乐土。
同时，美国摆脱对欧洲的资本依赖症，进入内需拉动时期。
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电影，各个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1929年美
国的汽车产值占总产值的8％，恰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相同。
经济链条通过消费投资上下传导，举凡电力、钢铁、通讯，无不进入大发展时期，市场对大企业的需
求，以及掌握资金链条的银行家对于垄断利润的觊觎，让大企业成为时代的宠儿，洛克菲勒、福特，
从19世纪延续到黄金般的20世纪20年代。
企业并购案随处可见，对资金的需求以及民众的投资需求，使信托、债券、股票等产品供不应求，银
行的经纪零售业务、证券批量制造加上资金杠杆推波助澜，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负债结构。
在一定历史阶段，大企业依赖症是必然的，在19世纪缘于重工业时期对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需
要，在20世纪冷战结束以后缘于全球化的需要。
两个时代的重叠构筑了相隔70年的两个繁荣时代垄断企业齐放异彩的奇观。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犹如垄断资本主义的末代狂欢，起因于行政之手介入不足，或者说是行政权力
有意识地充当了大资本的护航者，以增强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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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此书，累得差点虚脱。
不仅因为从专栏到成书需要重建结构，更因为时时刻刻处于精神矛盾之中——民族主义与市场的矛盾
，国进民退与权贵阶层攫取财富的矛盾，时刻缠绕着我的头脑。
从宏观经济到金融世界，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打下了市场化发轫初期计划经济与
自由市场胶着的深刻印迹。
名词虽然不同，计划体制被宏观调控的字眼取代，对民营经济的蔑视甚至包装在消化产能、产业升级
的糖衣下面，但内核一致。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
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例，俄罗斯覆辙在前，在缺乏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有很大的概率
会成为权势阶层的分肥大餐。
中国刚性约束更少，国有企业私有化盘剥弱势阶层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分肥征兆初显时，社会热情呼吁政府介入约束权贵，但政府介入的结果是将国有企业红利固定化、制
度化，呼吁者因此成为自身观点的敌人。
我们为什么不呼吁法律的约束？
为什么不呼吁市场的法治精神？
甚至包括笔者本人，天天关注财经动态、撰写财经评论、思考市场逻辑的人，都会在热情的冲动之下
呼唤清官回归。
面对收入分配等问题，我们呼吁政府，却不呼吁制度。
因为，有一个潜意识挥之不去，法律制度脆如薄纸、危如累卵，自身难保。
世界上没有非此即彼、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明确划分，真实的生活总是好坏参半，总是在矛盾的漩涡
中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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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叶檀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非常细致到位，文笔通俗易懂，自然流畅。
对正处快速转型、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挑战当然很多，几乎天天出现。
在这种时期，叶檀的多方位视角尤其珍贵。
我经常拜读她的博客，感谢她贡献的知识营养。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复兴与崛起道路上激动人心的变革进
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
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的结合方面，叶檀以她的勤奋、敏感和独立思考，做出了富
有影响力的探索，形成了有独特视角的分析。
也许读者并不一定都赞成她的结论，但是，这些长期跟踪形成的思考成果，因为其持续跟踪和独特视
角，自然有着特有的参考价值。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在充满着雄性和
野心的财经领域，叶檀博士以女性的感性和悯恤记录着她对中国股市、房市和经济大变局的思考、愤
怒和鞭挞，这种历史视角的片断记录值得我们注目并阅读。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她在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透视历史，更
在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经济格局。
叶檀的《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让我们这些研究经济的专业人士看到更多象牙塔背后的东西：那是一份剖析真相的社会责任和博爱
深切的人文关怀。
这在当下的中国尤为可贵。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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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国内最活跃、最具独立精神的经济“女侠”叶檀女士首部经济著作耶鲁大
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钟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财经作家、蓝
狮子出版人 吴晓波联袂推荐。
今天的中国经济，正面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不积极谋变，将有可能急速倒退谋变的关
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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