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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志浩是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却是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说他的名字响亮，一方面原因是这个名字非常中国化，具有与他同年龄的中国大陆青年人名字的普遍
特点，另一方面原因是他关于中国经济的许多评论和报告常常引起中外财经媒体的密切关注和我们这
些同行的认真注意，在圈子内外都很有影响力。
数年以前，在各方面热烈讨论中国热钱流向和规模的时候，王志浩写了一篇报告，使用各国海关的数
据相互比对，并经过合理的调整，以估算中国企业通过正常的货物进出口渠道的报价调整形成的资本
流动规模和变化趋势。
这一报告一经发布，立即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当时许多报告过于宽泛的描述和
大而化之的分析不同，他的报告具有大量扎实的数据和丰富的细节，具有密实的逻辑推演和合理的具
体推断，从而明显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这就是他的风格：永远关注最受关注的问题，用数据说话，重视细节，以密实的经济逻辑来支撑分析
过程，并谨慎和客观地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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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就像一面多棱镜。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是五千年文明积淀和荣辱史造就的数不尽的符号，它们鲜活、灿烂，却充满迷思
；在中国人眼中，伟大祖国在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成为东方巨龙再次腾飞的标志。
然而，新中国60年风雨兼程、30年改革奇迹的宏伟篇章，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如管中窥豹，又
如身在庐山，只见一斑而难获全貌。
    本书借助全世界名家关于中国最有深度的研究，结合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实地走访和切身感受
，探讨中国经济当前或未来几年最紧迫的问题。
书中既有对上启两宋、中承明清、下迄当代的中国经济史的开阔叙述，又有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可靠
性、中国乡村贫困现状如何评估等具体问题的细致解剖；既有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和忧思，也
有对中国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客观评估和中肯建议，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本书既在庐山之内又在庐山之外描绘变化中的宏观中国和细节中国，让我们这些即便身处“庐山
”的人也能更清楚地认识“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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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浩（Stephen Green），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蛰伏上海。
至今仍在学中文，这是一场永无尽头的战争。
王志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期间曾在复旦大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作访学研
究。
加入渣打之前曾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项目主管及《经济学人》旗下《The
World in⋯》杂志编辑。
曾在肯尼亚和莫桑比克乡村从事扶贫、发展援助和支教工作两年。
已出版的英文专著包括China's StockMarket（Profile Books/The Economist，2003），以及Exit the Dragon
：rivatization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Blackwell，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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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致谢第一篇　中国经济增长　第一章　叩问历史：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宋朝：第一次经济转型    长期的土地斗争    明朝：浩大的工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向锁国政策的巨
大转变    清朝：第二次经济转型，深重的民族灾难    中国官僚体制的利与弊    民国时期：经济遭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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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方法：渣打中国工业活动指数　第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那么快？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批评者，中国的铁杆粉丝    政府伸出能给企业以帮助的看得见的手    汇率
的帮助之手    罗德里克世界观的另一问题：政府参与的弊端    最后，你的伙伴可能怒了　第四章　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吗？
    生机勃勃的80年代    不一样的90年代    中国经济的背阴面    90年代真有那么糟糕吗？
    未来30年第二篇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  收入差距：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没有“过去的
好日子”    巨变    灰色收入    如何准确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    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
城市和乡村内部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第六章  中国乡村：一道难解的题    饥渴的村庄，谁来
慰藉？
    乡村基础设施参差不齐的原因    农村医保：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推进    改善农村公共财政    农村财政
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有农村金融机构    改进农村金融的几点建议　第七章　中国的含蓄过剩问题    对
储蓄的理解    谁在储蓄？
    为何储蓄？
    如何降低储蓄率？
应该降低储蓄率吗？
　第八章　制度有多重要？
    制度是什么，制度如何打造？
    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    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处于何种水平？
    更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第九章　拯救中国？
2009-2010年财政刺激计划    财政状况是否健康？
    官方政府债务规模不大，但隐性债务规模可观    财政刺激计划：宏观    财政刺激计划：微观    城市投
资公司的运作模式    投资项目资本金从哪来？
    银行为何愿意放贷？
    不良贷款风险会有多大？
第三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　第十章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有多大？
    看待贸易重要性的最佳方式    从净出口看贸易重要性存在的问题    亚洲：国内63％，国外37％    国内
附加值    行业不同，附加值不同    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多大冲击？
　第十一章  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
    对华贸易让美国工人受伤？
    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贸易？
    贸易是否拖累了部分工人的工资？
    一个贸易难题    细看美国工资    美国工资步履蹒跚的真正原因：国内政策    克鲁格曼教授和奥巴马总
统为什么想实现全民医保？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第十二章　全球金融危机该赖中国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形成    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无辜的旁观者、助推者还是始作俑者？
    亚洲经济失衡的原因部分在于无可厚非的经济政策    未来：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正在变形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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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美元的未来与中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角色    中国在G20峰会上的目标    新一轮全球经济
刺激计划？
    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架构    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不会那么快    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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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中国经济增长第一章叩问历史：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宋朝：第一次经济转型华夏大地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宋朝（960～1280午），之前各个
王朝，尽管总的说来经济凋敝困顿，但为宋朝时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打下了基
础。
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残暴，秦始皇因实现中国统一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一笔，但鉴于这位帝王焚书坑
儒的暴行，以及他治下民生困苦的情形，我实在没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丝。
汉朝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但仍然未能实现经济转型，并且最终陷入国家分裂。
隋朝时期，中国重获统一，在全国推行均田法（将土地耕种自由还给农民）。
但隋朝将有限的赋税收入用于开凿大运河和军事远征，因而这一增长模式未能持续。
唐朝迎来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对外贸易取得很大发展。
但是商业（包括盐业）仍然在国家专卖制度下鲜有发展，土地国有制度最终崩溃，相应的税基消失。
我们在表1.3 中总结了各个朝代的经济状况。
宋朝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在跌跌撞撞中行走了千年。
历史走进宋朝。
以1127年金人攻占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为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段时期。
不论迁都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经济均达到了繁荣的程度。
鉴于迁都的不菲代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宋朝时期，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1倍至接近1亿，与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称革命性的变化
。
1127年，宋朝都城由开封迁至临安（今杭州），那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
当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而南迁。
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
得南宋经济持续繁荣。
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垦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
都城南迁后粮食运输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
菲的开支。
可以说，这是经济繁荣的第一个理由，即农业生产力的繁荣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
由于当时中国是农业经济体，这一点很关键，但还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术创新的繁荣时期。
活字印刷技术带来了造纸业的兴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会流动性。
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谈到，时至今日，教育仍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
四川的商人中间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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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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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经济之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什么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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