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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但不限于以下热门话题：楼市拐点至？
牛市归去来？
物业税？
住房保障？
通胀？
涨工资？
加息？
人民币升值？
货币战争？
钱怎样生钱？
中国制造风靡？
生活中怎样低碳？
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百姓如何更幸福更有尊严？
     本书解答了中国百姓最关注的十二个经济问题，每一个问题从问题导读、政府经济政策、专家声音
、深度解读等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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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叩问房地产：楼市已经迎来拐点？
［问题导读］楼市拐点已至？
［相关政策］国务院常务会议重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专家声音］曹建海：未来房价没有上
涨的理由［叩问房地产］房价还会涨吗？
商品房供不应求吗？
高房价由谁来接？
 房地产中的泡沫有多少？
高房价下谁才是受益者？
保障房的供应会加大吗？
房贷利率还会继续提高吗？
 第二章 叩问股市：熊市何时是尽头？
［问题导读］3000点的挣扎［相关政策］紧缩政策初现［专家声音］《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叶
檀：收紧流动性似成定局［叩问股市］股市会重上6000点吗？
中国股市有多少泡沫？
银行会不会加息？
 股指期货推出对股市有利吗？
 创业板还有没有投资价值？
近期宏观调控会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现在调整印花税合适吗？
怎样才能杜绝庄家？
第三章叩问物价：老百姓口袋是瘪还是鼓？
［问题导读］通胀，悄然而至［相关政策］上调准备金率，信贷收缩［专家声音］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研究员熊鹏：通胀压力仍然存在［叩问物价］CPI上涨2.2%，是否意味着没有通胀？
食品价格会不会继续上涨？
通胀是因为发行的货币太多吗？
通货膨胀会不会导致滞涨？
采取什么措施来抑制通胀？
通胀下我们该怎么投资？
全球通胀下，谁得益最大？
第四章 叩问投资环境：如何才能让钱生钱？
［问题导读］城市居民理财意愿明显增强［相关政策］银行升息预期加大［专家声音］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黄河路支行理财经理冯瑜：理财前提是保证资产安全［叩问投资环境］股指期货值得大量投资吗
？
黄金价格还会涨吗？
投资楼市安不安全？
如何投资股票？
工薪阶层该不该买保险？
通胀预期下适合买分红险吗？
如何让资金更加安全？
第五章 叩问出口：外贸能否继往开来？
［问题导读］由引领三驾马车到拖后腿［相关政策］国家提高诸多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专家声音］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将持续正增长［叩问出口］外贸形势会好
转吗？
出口退税还会提高吗？
反倾销案件会减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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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绿色壁垒？
出口产品的价格会提高吗？
美国的失业源于对华贸易？
出口产品的结构能实现升级吗？
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怎么才能走出困境？
第六章 叩问汇率：中国能否在博弈中取胜？
［问题导读］持久不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关政策］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专家声音］阎学通：人
民币升值是趋势，但不需制定时间表［叩问汇率］人民币还会不会升值？
人民币升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如何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涌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
人民币会成为国际货币吗？
外汇储备该如何利用？
外汇储备是否应该多样化？
第七章 叩问中国制造：民族企业何时才能升级？
［问题导读］中国面临替代危机［相关政策］创建自主知名的家电品牌［专家声音］郎咸平：产业链
末端的中国制造［叩问中国制造］十元的玩具，我们只拥有其中的一元？
制造业升级会导致大量下岗吗？
社会不愿意投资于制造业？
制造业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能形成自己的世界品牌吗？
中国制造还能风靡全球吗？
第八章 叩问贫富差距：我们的中产阶级在哪里？
［问题导读］奢侈品背后的贫富差距［相关政策］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专家声音］国家信
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调整税制结构解决贫富差距［叩问贫富差距］如何增加低收入者
的收入？
工资会涨吗？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会提高吗？
城乡收入差距能缩小吗？
公务员的收入还会有那么高吗？
灰色收入能减少吗？
垄断行业的收入能减少吗？
绩效工资能提高教师收入吗？
第九章 叩问能源：能源动力会衰竭吗？
［问题导读］能源价格竞涨［相关政策］从国家能源局到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声音］江冰：建立清
洁、低碳、高效、多元的现代能源体系［叩问能源］油价还会升吗？
谁抬高了油价？
我国石油安全么？
有办法替代石油吗？
如何解决我国发展的能源瓶颈？
新能源推广有哪些障碍？
第十章 叩问低碳经济：何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问题导读］“公地悲剧”中的气候问题［相关政策］到2020年碳排量减少40%~45%的承诺［专家声
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中国低碳发展的潜力在生产领域［叩问低碳经济］中国能实现
减排目标吗？
低碳与经济能兼得吗？
如何减少汽车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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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能大规模推广吗？
生活中该怎样低碳？
如何发展碳汇林业？
如何才能避免“卖炭翁”的尴尬？
第十一章 叩问三农：中国何时实现均衡发展？
［问题导读］连续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相关政策］不断增加“三农”投入［专家声音］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郑风田：仅有投入是不够的［叩问三农］粮食的价格会提高吗？
中国会闹粮荒吗？
农民工能享受市民待遇吗？
现行户籍制度会取消吗？
农民看病能不这么贵吗？
城镇化能让农民脱胎换骨吗？
第十二章 叩问经济大势：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问题导读］全球衰退下的中国［相关政策］坚定不移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
资健康发展［专家声音］哈尔滨市市长张效廉：“保八”无忧，若干结构失衡强化现象堪忧［叩问经
济大势］如何才能掌握海外定价权？
海外并购大潮，我们胜算几何？
到底是什么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税收高吗？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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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为什么在2010年1月份成交量剧减的情况下，一进入3月份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井喷”的场面呢？
这之间的变化之快似乎令人毫无头绪，事实上，在2月份的时候，房地产市场还比较温和，即使在3月
上旬的时候相对来说还算是“正常”的。
房市的走势似乎永远出乎人们的意料，而想回答房价未来的走势则有必要对前几个月的情况做一个较
为细致的分析：2010年1月成交量剧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由于传统淡季的来临，按照往年
经验，在春节前夕楼市交易一般趋向走弱。
也由于这个原因，开发商们在面对最近购房需求冷淡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我们可以从数据中了解到，尽管成交量相应减少很多，但房价却并未有很大的松动。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1月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09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7.8％，涨幅比上月扩大2.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至此，国内房价2009年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上涨，7.8％的涨幅更是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新高。
本来，成交量的萎缩，会导致开发商资金回笼受阻，这就会迫使他们采取降低房价的策略来完成商品
房的让渡。
但我们从这些数据中看到，大概是传统淡季这一习惯思维的结果，大多数开发商并没有急着降价，更
多的是采取观望态度甚至乐观的态度。
另一个原因则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信贷紧缩、抑制房价增长过快的措施。
尤其是2010年1月份五部委联合下发的涉及增加供给、抑制投机、信息透明、防控热钱、地方政府问责
等房地产市场方方面面的“国11条”，使得政府对目前楼市的态度更加明朗，直接影响开发商的融资
、操作规范以及投资者的预期，有利于对房地产业形成一定压力，促使成交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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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三个原因可以确定未来房价不可能上涨：第一，商品房的供给并不像那些开发商所宣扬的供不应求
。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已不能支持高房价。
第三，当前购买力不支持高房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曹建海世界工厂其实离我们很远，要想真正实现世界工厂的美
誉，就必须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以及加工制造六方面
加以整合，使这些环节能够掌握在我们手中，那样产品的附加值才会大量提高，中国制造才能真正走
向世界。
　　——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我
国提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
如此庞大的资金在利用实施过程中并非兼顾各类企业，主要是投向了金融机构、大型机构、资源型企
业，而大多数人中小企业却无缘分享这一诱人的蛋糕，导致的结果中小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实
体经济进一步衰落，而分得政府大笔资金的国企则把资金投入股市、楼市，谋取丰厚的利润。
大量资金的涌入，又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催生泡沫。
如果不及时实行紧缩的信贷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 叶檀总体而言，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趋好，会根本扭
转2009年负增长的情况但也应看到。
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刚刚进入复苏阶段，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复苏的过程将较为漫长，因而外贸发
展仍将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出口复苏的速度和程度将会受到一定影响，外贸顺差的增长也难
以由负转正。
因此，2010年的经济和外贸具有恢复性增长的性质，在增长过程中出现波动也是难免的，不应当有过
于乐观的预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连城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CPI 2010年还很难大涨。
但在2011至2012年，当过剩的产能被挤掉时，通胀压力便会大了。
总之，计入菜篮子的粮价不太涨，进口资源价格仍未大涨，制造业产能仍有过剩时，中国在上半年的
通胀率仍会较低。
不过，到2011或2012年，乃至2013年时，情况就不乐观了　　——《香港经济日报》执行董事、创办
人之一 石镜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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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叩问中国经济:中国百姓关注的十二大经济问题》：观察中国经济热点，解答百姓关注问题。
权威解读政府经济政策聆听十二位经济专家、学者的声音。
楼市拐点至?牛市归去来?物业税?住房保障?通胀?涨工资?加息?人民币升值?货币战争?钱怎样生钱?中国
制造风靡?生活中怎样低碳?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百姓如何更幸福更有尊严?人民网强国博客，新浪读书，
搜狐读书，腾讯读书，网易读书，凤凰网博报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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