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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高速的发展。
1978年至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9.8％，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4401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
；人均GDP从381元人民币增长到约16084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19460亿美元，
居世界第一位。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财力空前提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
到4761元；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32.26亿元，2008年达到6.13万亿元。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从1993年起，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世人瞠目！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长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美国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索尔顿曾说过，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
”。
这一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从中国30年来平均每年都高达9％的经济增长率到中国对世界能源和商品市场的巨大影响；从中国与亚
洲其他地区、国家经济的不断融合到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所发挥的重要外交作用，人们所看到的是
中国跟世界的贸易额在大幅增加，看到的是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国际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
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
世界经济强国。
高盛公司对2010-2050年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测显示中国会在2045年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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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在崛起过程
中也付出了“不菲”的学费。
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所处的位置是远离利润、远离设计和技术，亲近大量消耗资源和制造污染的末
端，向经济生产链条的上游努力不够，中国经济在“失血”；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中国作为“大买
家”却无定价权，铜、铁矿石、石油、大豆等中国需要的资源价格皆暴涨数倍，国际期货市场更是屡
屡成为中国资金的“伤心地”；辛苦赚来的巨额外汇储备被美国人“俘虏”，在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
过程中损失惨重；国有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往往是低价抛售，而购买的美国金融公司股价却在历史高位
，令人不由慨叹“中国人为什么买不到便宜货”。
全书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探讨中国“吃亏”的系统性和制度性原因，以求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增强灵活
性和预见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很受伤>>

作者简介

金雪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很受伤>>

书籍目录

1  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得与失　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
的争论　利用后发优势，警惕后发劣势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学费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与
教训  　战后德国经济迅速增长的经验  　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  　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话语权和
定价权2　中国制造之“困惑”　2.1  中国制造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出口
国家分布      中国制造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2.2　一架美国飞机等于14亿双中国生产的袜子    “中国制
造”——尴尬的“微笑曲线”      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    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竞赛”的经济后果      
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贴牌产品之痛——95％被品牌商拿走  　2.3  中国制造的环境成本 
  中国制造的环境成本估算    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　2.4　中国制造的贸易摩擦成本    绿色
标准和生态标准的中国出口损失      反补贴、反倾销的出口损失　2.5  中国制造的能源消耗成本　2.6　
原因及解决思路    原因    解决思路  3　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谁被“忽悠”？
4　被美国人“俘虏”的巨额外汇储备5　股市震荡背后的故事6　国际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交易的巨大失
败7　非对称金融全球化、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的角色转换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很受伤>>

章节摘录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高速的发展。
1978年至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4401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从381元人民币增长
到约16084.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194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财力空前提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
到4761元；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32.26亿元，2008年达到6.13万亿元。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从1993年起，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世人瞠目！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长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相当艰巨，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依然突出。
　　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实际
运行中仍具有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国情看，集约型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
点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
从现实国情看，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
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效率仍然低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期，适应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
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增长的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短期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是不能认为，中国过去立足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可以
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按同样的方式全面实现工业化。
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粗放型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
　　资本驱动的增长并不必然解决增长中的效率问题。
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贡献度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贡献度的增长幅度，但这种资
本的贡献度大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资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却并不高。
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产生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
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选择与定位，必须立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相对应，此消彼长，但并不排斥外延式的增长。
尽管集约型增长更多地具有内涵式增长的特征，强调的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强调的是“低投入
、高产出”，但它本身并不排斥高技术和高效率基础上的外延式生产规模的扩大。
中国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实现，扩大经济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人民整体生活水
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因此，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不能忽视外延式增长
在扩大经济总量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
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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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是针对生产基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资源投入而言的，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源的不可
再生性，决定了持续增长只能走集约式的发展道路。
技术创新则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的。
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
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
因而，生产因素除了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还必须有相应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这种
社会结合与经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
技术创新固然可以极大地增加生产能力和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如果经济体制和制度（如分配制度）不
合理，也会影响到增长的持续和最终实现。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
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
　　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不排斥劳动要素的地位，相反，还有助于解决劳动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劳动力结构却很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高级技
工严重缺乏，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所以，实行集约型增长的重点之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改善劳动力的结构，使之符合社会生产对
劳动要素的要求。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劳动力数量庞大与科技水平较低并存的现实，使中国在选择经济增长
方式时，不能回避自身资源禀赋的特点。
既要避免走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非良性循环的老路，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单一因素、不符合国情的“赶超
式”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在过去近30年间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
要的源泉，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强。
从整体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
消费的增长速度始终都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和投资、净出口的增长速度，说明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
资、净出口的急速增长而拉动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严重失衡。
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最终消费的配合，投资的高速增长将不利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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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怎样的障碍？
中国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学费？
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制造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全球制造业的规模已上升至
世界第三位。
在光鲜的成果背后，中国制造业又忍受着怎样的痛楚，冷暖只有自知。
　　●近年来，海外上市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首选方式，然而“走
出去”也让我们付出了昂贵的学费，成为当前中国金融界最具争议的热点问题。
　　●中国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已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外汇中大约70％为美国证券。
一旦美元大幅贬值，这些外汇将会剩下多少？
而这仅仅是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的吗？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股市经历了空前暴涨暴跌，中国股市到底怎么了？
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股市就像过山车一样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未像近几年来这样的风云突变。
作为全球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中国正在成为近年来涨价风潮的最大受害者，争取国
际定价权已经成为再也无法回避、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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