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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彩透视--
　　西方企业如何压榨中国制造业的成果？
中国产业升级为什么阻力重重？
中国为什么与普通制造产品出口国不同？
中国制造为什么大而不强？
为什么还在苦苦挣扎？
分析中国业所面临的困境，中国制造如何才能突破重围？
模块化生产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是毁灭，还是机遇和挑战？
未来中国的大陆企业终有与台资企业针锋相对的一天？

　　破译财富密码--
　　发达国家为什么富？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穷？
中国人为什么更愿意储蓄，而美国人却更愿意消费？
为什么国家越来越富，老百姓却越来越穷？

　　深度分析--
　　中国劳动力市场如何变迁？
中美两国发展思路有何不同？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状况到底有多么？
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的密码是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国正处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

　　中国读者一般很难接触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真实评述，而不用说是一位深入研究中国20
多年的学者对中国发展思路和模式所做的精彩评述和推论。
《中国的逻辑》一书将为你展现一个全新的透视中国模式的视角。
从这本书中，你可以阅读到有别于中国学者的、独具西方特色的中国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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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德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长期研究中国问题，曾在北京大学任访
问学者，并著有《中国的改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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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出版序言
专家推荐序
第一章　悄然进行的革命
当东欧还在震荡，苏联还在不知所措，历史的发展机遇悄然转到了中国这一边，犹如一夜春风，中国
的面貌发生了让世人惊叹的变化！
中国变化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
中国民众的政治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如何解读中国的这种变化？

20年前，社会束缚依然没有解开
20年后，超越革命
从毛泽东思想到里根主义：中美发展思路的对比
政治生活：中国民众的转型
如何解读中国的变化
第二章　制度性外包：中国变化的真正动因
石破天惊——中国发生变化的真正动因在于制度性外包！
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完全背离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勇敢地向海外公司敞开了大门，允
许把它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生产活动搬到中国来。
在这种制度外包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了全球体系的一分子。

全球化：不是你想得那样
制度性外包
工业体制改革的外包
用外包换取跨境交易
国有企业的外包
制度性外包对政治的影响
如何定义中国
第三章　危机、挑战与机遇：中国对现代性的探求
历史在轰轰烈烈地演进，当中国冲破体制的藩篱大踏步地向国际体系迈进的时候，中国更像是一种带
着某种目的参与，而且这种参与的姿态不是一次就收，而是不断重复的。
物质致富的重要性在中国也日益明显，但是这种以全球化为中心的特色发展超越了物质主义本身，更
具备了某种精神特质，一种集体式的国家宏愿——中国在世上的眼里已经变了模样。

市场改革：如何从渐进转变到深化
1989～1999：冲突的十年
应对冲突：基本路线、政策内容和社会话语权的转变
历史的重演：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
第四章 中国如何影响了世界：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图景
中国制造业对世界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中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成为了一个在外国——尤其是
美国的消费欲望驱动下超负荷运转的国家。
而另一方面，模块化生产已经使许多国家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中国却是这个群体中最为成功的例
子⋯⋯
中国的表象：西方国家怎样看待中国
中国制造业：西方人怎么也看不懂
疑云重重：中国工业发展的四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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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全球生产网络解析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一）：准入门槛的轰然倒地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二）：外贸合同承包制造商带动的升级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三）：中国制造商的“商品化升级”
模块化生产的影响（四）：发达经济体的模块化创新
中国与模块化革命
第五章 危机中的变革：中国成为市场体系的最大赢家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市场体系下，中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但中国依旧会面临众多的难题。
比如，中国要避免美元触底导致储备被套牢；对面西方呼吁人民币升值，如何才能从容应对等等。
但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比如尽管2008年美国的经济崩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中国也可以
借此契机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国内制度。

中国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中国道路该如何走
《公司法》的出台：让中国企业有了说话的凭据
劳动关系模式的改变
中国资金与外汇链条：越来越成熟
第六章 不能再落后了：中国高科技的利剑已出鞘
在面临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成为全球科技和商业创新领袖宏愿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向高科技研发领
域进军了！
但中国到底能走多远？
西方国家在旁观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警惕和焦躁。

中国到底能走多远：相信者和怀疑者截然不同的观点
研发活动的全球化
研发活动有哪些
全球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
研发活动与新产品平台的产生
新技术的研发
全球研发的现状
第七章 能源：国有垄断的最后一块阵地
透过中海油全景、纪实的分析，读者会更详细地了解中国央企的运作内幕。
而从中海油对尤尼科的失败中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以正视听了——这次竞购的发起者并不是中国政府，其目的也不在于掠夺美国石
油资源，而是代表了中华民族对现代性的探求。

中国海油的企业化与公开上市
海外上市的挑战：一个中国经理人的视角
央企高管意欲何为
收购尤尼科的尝试
明争暗斗：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真相
中海油竞购被耽搁了
中海油被美国误解了
结语　中国当前走的路以及未来的路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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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悄然进行的革命　　我于1989年夏天来到中国，在一所著名大学做访问学者。
20年的岁月流逝，仿佛就在转瞬之间。
然而，当我回首遥望20年前的中国时，它与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竟有天壤之别，宛若一场依稀可见的
旧梦，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判若两个世界。
假如你在1989年时大胆地预言：中国未来20年将走一条现在所走的道路，一定会令人捧腹大笑的。
在当今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出口依然强劲，外汇储备扶摇直上，甚至在全世界陷入严重
萧条的情况下，它的经济体系仍然充满活力。
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这些变化虽然一日千里，但不过是一场巨变的冰山一角。
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上所述只是一些表象而已。
人与国家、人与经济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中国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
革命。
　　20年前，社会束缚依然没有解开　　当我试图搞懂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
回忆起1989年。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执行了10年，但在普通的城里人看来，社会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凡是20年前来到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城市的独特景观记忆犹新：到处黑糊糊的，市中心的公用照明
灯少之又少。
不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也实在没有什么活动值得向外展示。
各地也有一些商店，但出售的商品都非常少，而且经常早早地就关门了。
饭店、面馆和茶馆等服务设施，也很稀少。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城市，如果哪里开设了一家饺子馆，无论它有多么简陋，都会引起人们强烈
的好奇心。
毕竟，这是一个可以&ldquo;出去吃饭&rdquo;的地方！
　　商场像过去一样，由国家进行经营，并有专门的进货渠道。
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店，但大都是尝试性的临街售点，由国营单位和占据黄金地段的工厂开办，工作人
员是被派到这里的。
这些商店由他们没精打采地照料着，其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出售上级企业的过剩产品。
有时，柜台上也会摆放一些消费品，商店里随即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商品组合：圆珠笔和木板条、羽
毛球拍和排水管、餐具和发动机润滑油。
　　这些商品组合虽然极为平常，但反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事实，那就是在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贸
易还远在中国民众的视线之外。
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现代市场、社区和社会网络赖以建立的那些关系，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严重地
阻碍着经商设厂、开办实业、公民互动甚至更宽泛意义上人员的流动。
整个社会完全被纳入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制度性等级体系中，这个控制链从政府机构的顶端直达普通老
百姓的就业场所。
　　与市场条件下的自由流通世界相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垂直构成和严格控制的国家，最基本
的构成要素是国家控制的&ldquo;工作单位&rdquo;。
单位也是公民的就业场所，每个公民都被国家纳入到相应的单位中。
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受优待的群体，他们在毕业时也要被国家分配到一个个单位中。
这种由大学生就读的院系进行的&ldquo;分配&rdquo;影响深远，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一切，包括工作、
居住城市、社会圈子、职业前途和几乎全部的人生轨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是一次分配又是一种判决。
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雇主（通常都是国营单位、学校或政府机关）那里，就会终生处于它的支配
和管理下，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
住房由它提供，医疗保障由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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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想做任何事情，几乎都得经过它的正式批准，包括结婚、购买到其他城市的车票、申请护照以及
从单身宿舍搬到单元房等。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本质不是从市场上获取收益，不是通过关系网进行调动，而是在一个高度
僵化的国家等级体系中由底层往上爬。
　　然而，这种等级体系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它还是一种与指令性计划密切相关的经济等级制
。
工作单位有其自身的职能和局限性，但却是整个国家定价制度、国家控制的物质产品分配体系、国家
造成的物资短缺局面以及国家制定的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基础。
所以，单位不仅是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场所，而且还是整个社会控制链条的末端，是政治和经济相
互交织的等级制在民众层面的体现。
　　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在单位内部的存在宛如一种蜂窝式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ldquo;蜂窝式&rdquo; 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指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手机，
而是在随后的整个90年代遍及中国各地的有形围墙。
工作单位无论学校、工厂还是医院，都在四周建有高高的&ldquo;围墙&rdquo;。
围墙里面不仅有生产产品的工厂，而且还有住宅、宿舍、小卖部、诊所和商店。
工作单位的有形围墙划定了社区的范围，人们就在这样的社区里生老病死。
他们寻找配偶、结交朋友（甚或结仇）、生养孩子、遇到和摆脱麻烦，以及商定在政治运动中采取何
种立场，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些围墙里进行的。
当时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因为电话由单位安装，装电话基本上按照级别执行，例外情况极其
少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也极其单纯，那就是：国家控治、公民服从。
国家介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公民则是被动地应付，往往为上面分
配的一点点机会而争来抢去。
这样一来，公民就被圈入了由国家控制、被墙围住的工作区里，国家可以借此确保他们的日常生活服
从于政治需要。
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和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服从于政治的。
到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狂热的群众运动已经烟消云散，但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依然占主导地位。
　　20年后，超越革命　　让我们来看20年之后的情况。
如今，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巍然耸立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全新的公共服务设施，与20年前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街道两边商场和饭店林立，无时无处不是一派商业繁荣景象。
然而，中国20年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物质上的变化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仍然充满活力。
昔日的委靡不振已经为今天的生机勃勃所取代，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领域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管原因如何，改革的力量已经势不可当。
这种现象影响深远，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政府的规制。
从最基础的层面上看，今天的社会结构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些变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的&ldquo;工作单位&rdquo;的消失。
那些在20年前决定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政治生活的东西，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了。
它们曾经主宰一切，但转眼间已经成为历史了。
20年来，中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却没有开一枪，没有设置一个路障，甚至没有发表一份宣言。
　　就业数字虽然说明不了这些变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缘由。
1978年，中国80%的城镇居民在国营单位上班，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的工作单位。
其他人虽然供职于集体企业，但却生活在国营单位里，因为他们的近亲属在那里工作。
当时根本不存在民营企业。
到1990年，这一数字还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供职于国营单位的城镇居民仍然高达60%，20%的人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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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集体企业，只有极少数人在作为新生事物的民营企业工作。
由此可见，国营单位仍然是城镇生活的中心。
然而，到2007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大批新型雇主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民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外商
独资企业以及新型国有企业，如此等等。
至此，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减至城镇居民的1/4，而这些相对传统的雇主也甩掉了昔日的工作单
位职能。
大多数城镇居民都在非国有部门就业，这是当今中国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变革意味着什么。
要想成立一个民营或外资企业，必须要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
然而，如果要想让这种简单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允许工人进行流动，必须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长
期实行的非自愿工作分配和对国有企业的终身依附关系。
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培育一个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的工人还必须有房子住。
这就是说，必须有另外一套市场来发展房地产业，而不能继续由极少数国有企业实施垄断。
当然，要想培育房地产市场，必须有相应的财产权、金融购买机制和财产过户规则提供支持。
出于同样的原因，刚刚可以自主择业的工人还需要医疗保障，因而医疗保障就必须从国有企业中剥离
出来，按照其他规则进行配置。
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市场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当今中国许多人看病都得支付现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是很小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型企业应运而生，新型业务与日俱增，这一切不仅表明其经济充满活力，
更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过去2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然而，要想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就必须培育一系列的市场，而且要用这些市场取代旧式的分配机制。
至少对于老百姓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分配与无所不在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密不可分。
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变化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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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遭受美国式次贷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发生真正变化的动因在于制度性外包。
　　在当今的市场体系下，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ldquo;是平的&rdquo;，但事实上一点也不&ldquo;平&rdquo;。
　　在经济领域，中国和美国就像鸡和蛋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民币突然的升值也就意味着美元的崩溃，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政府积累了数目可观的美元资产，如果美国经济出现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
　　只要美国金融体系中的潜在风险一日还在，美国人和中国人的金融安全都将会受到威胁。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最大的变化并非发生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而是发生在90年代初。
　　如果按照教科书里的方法做，中国应当首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
但事实上，中国是首先加入到全球经济中来，然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去打扫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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