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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无疑是最近人类经历的一场最大的金融灾难，由于全球化的关系，这次
危机的波及面要超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金融危机，给人类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讨论这次危机，探讨危机爆发的根源，商讨应对危机之
道。
在这些讨论之中，阳光卫视的关注点显得非常独特。
从他们所讨论的话题来看，他们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金融危机的宏观分析上，而是将危机细化
，尤其关注时下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比如何时买房才是良机？
比如怎样看待飞升的房价和摇摆的工资？
又比如经济危机对哪方面人才的就业冲击最大？
当老百姓试图在主流媒体上寻找到答案时，却发现如此艰难，或者为难不可测的专业术语唬到，或者
因为报道太乏善可陈而无心应对，或者因为报道对一个严肃问题太戏说而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或者
因为报道千篇一律而找不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当我看到阳光卫视对相关问题的报道后，总能拨开缠
绕在心头的云雾。
显然，一向有些“特立独行”的阳光卫视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不可能甘于平庸和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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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机会（经济篇）》讲述了进入2009年以来，一贯奉行“独立、独家、独到”
原则的阳光卫视陆续制作了一系列讨论中国经济的节目。
《阳光评论》栏目组陆续对中国大陆数十位最前沿的学者专家和企业家进行专访，共探金融危机过后
的中国机会。
如今，“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将这些最珍贵的思想呈现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当前中国企业界
和经济界带来有益的启示，助力中国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最有力增长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机会>>

作者简介

陈平，秦德时代科技董事长兼总裁，阳光卫视董事长兼特约评论员。
学者出身，1990年弃文经商，投资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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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2009年，中国会怎样？
——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①欧美国家经济在2009年是否有望复苏？
②中国能否成为挽救全球经济的救世主？
③4万亿投资政策的拉动力有多大？
④与1997年相比．本次的积极财政政策究竟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影响？
⑤4万亿投资的最佳流向是哪儿？
⑥GDP增速回落真的很可怕吗？
第二章 经济危机中的中国机遇——访玫瑰石咨询公司董事、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谢匡①国际金融
局势出现了怎样的大转折？
②此次经济危机与之前遇到的危机有何不同？
③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④中国面临着什么样的经济现状？
⑤如何把握危机中存在的机遇，实现经济转型？
第三章 世界经济转人“新硌局”——访泰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平①美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格局有
什么影响？
②为什么说美国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受益者？
③工业文明的变化轨迹是什么？
④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第四章 千亿美元敖助下的全球经济——访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①怎样评
价美国7000亿的救市方案？
②这场经济危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③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④7000亿救市方案是否意味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死亡？
第五章 凯恩斯敖不了中国——访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①中国经济是否开始回暖？
②凯恩斯主义能不能拯救中国？
③以往拯救中国经济靠的是什么？
④外需萎缩的局面下，改革开放的未来之路该怎样走？
⑤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第六章 救房市还是救经济？
——访《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①救房价可能导致哪些问题？
②房价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调整？
③中国政府急于救市的原因何在？
④国内消费新的增长点在哪儿？
⑤希机来袭，房地产市场该何去何从？
⑥沈明高如何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未来？
⑦救经济还是救房市？
⑧何时才是买房良机？
第七章 如何利用货币政策防通缩——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①通缩时代是否
已经到来？
②通缩为什么难以解决？
③应对通缩有什么方法？
④怎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⑤4万亿投资政策的效力会有多长？
第八章 经济危虮下的城市化机遇——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①经济危机在中国
肆虐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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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影响西方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紊是什么？
③中国的人口结构“拐点”何时出现？
④为什么说当前是改革的好时机？
⑤应对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关键在哪儿？
⑥怎样才能提高城市化率？
第九章 人民币是否能借经济危机成为区域化货币？
——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新金融》杂志主编连平①是什么在阻碍亚元的形成？
②人民币区域化存在着什么好处和风险？
③人民币区域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④哪个城市更适合充当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的角色？
第十章 经济危机下的金融创新机遇——访中泰信托投资公司总经济师陈乐波第十一章 “信心”在经
济中的作用——访泰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平第十二章 新生的契机在于思想解放——访泰德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陈平第十三章 如何从民生角度解决经济危柳问题——访泰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平第十四章
从文化根源上探寻经济危机解决之道——访泰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平第十五章 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
义解读——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第十六章 农村消费能否成为经济新增长
点？
——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第十七章 人民币贬值事件中的政治博弈——访法
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第十八章 金融危机的哲学思考——访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博导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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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2009年，中国会怎样？
——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欧美国家经济在2009年是否有望复苏？
目前全球经济，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期。
从2008年二三季度开始，欧洲经济就出现了负增长，美国经济是从三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的。
那么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何时复苏。
因为中国光出口一项在GDP当中就占了近40％，而我们的出口对国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
现在来看，美国经济可能在2009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复苏，而欧洲经济2009年复苏无望，可能要到2010
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这次衰退，主要是因为它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房价下跌，从三个方面打击
了它的经济。
一方面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创，消费愿望明显下跌，现在已跌至28年来的最低水平。
另外一方面，房价的下跌，使得美国的住宅类投资以及相关的投资增速明显回落。
第三方面，美国有很多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因房地产下跌而受到了重创。
这次和2001年那时候完全不一样，2001年美国IT泡沫破灭了，但几乎没有什么金融机构购买过IT股票
，所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这次许多金融企业都购买了跟房地产按揭贷款相关的一些打包产品，甚至用了风险极大的高杠杆来
购买。
房价一跌，这些产品一钱不值，所以许多的金融企业就被摧毁了。
这三个因素三管齐下，使得这一次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比过去更深，持续时间也更长。
我觉得只有等到美国房价开始见底回升的时候。
才有可能见到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
那美国房价什么时候才能见底呢？
我们历史地来看，一旦房价下跌，没有三年五载，它是不可能见底的。
这次的顶峰是在2006年，目前已经跌了两年了，我觉得房价还得要再跌一年。
到2009年底才有可能见底。
欧洲的经济到2009年也见不了底，因为欧洲的房地产泡沫比美国还要大。
美国目前无论房价收入比还是房价租金比，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差异都在15％～20％之间，也就是说房
价可能还有15％～20％的下跌空间。
但欧洲有些国家，像英国、法国、西班牙，它们的房价与历史平均水平相比，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
比分别高出历史平均水平60％～70％，所以它们的下跌空间更大。
而且它们的房价跌得比美国晚，所以见底的时间会更晚。
我觉得它们至少要到2010年才有可能经济见底。
欧洲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体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它们的经济需求一直比较弱，对我们的出
口就会一直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提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出口复苏。
怎么也要等到2010年。
中国能否成为挽救全球经济的救世主？
我认为光靠中国一家提振内需来挽救全球经济，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28％，欧洲经济也占全球经济的差不多1/4，而中国只占6.3％。
我们的经济体还是相对比较小的，远没有达到挽救全球经济的程度。
内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私人经济的内需，另外一部分是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来拉动的需求，所
谓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的内需。
私人经济的内需，我相信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它的趋势性是要走弱的，而且我们短期内很难创造一
些巨大的消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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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和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困难就更大。
因为10年前我们实行房改，确实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消费亮点。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
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由此，政府放手房地产市场。
通知一出台，老百姓突然觉得可以拥有自己的住房，长期积压的需求瞬间就迸发出来，大量的私人资
金进入房地产领域来进行投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房地产行业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某些地区可能是比较饱和的，而且房价也不是
一般老百姓轻易能够承受的，所以这个行业本身也出现一些调整。
我们看到现在发改委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最近这几个月环比都是在不断下降的，而且房价下
跌的城市的个数在不断地上升。
2008年4月只有5个城市房价下跌，11月上升到49个城市，而且交易量都大量地萎缩，所以私人消费的
亮点不再像过去那么大。
4万亿投资政策的拉动力有多大？
既然私人经济的内需短期内难以大幅提振，那就剩下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所能拉动的这一部分内需了
。
我相信我们这个4万亿投资政策出来，一定会对经济有所拉动的。
那么拉动力量有多大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用4万亿来除GDP。
首先4万亿是两年的投资额，也许一年是2万亿。
我们GDP是30万亿，表面上看2万亿相当于30万亿的百分之六七，但这不是计算财政拉动经济力度的一
个科学方法。
因为我们政府每年都是有这个投资的，并不是从零飞跃变成2万亿。
要看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有多大，必须看投资增量是多大。
2008年不算这个4万亿投资计划，估计应该有1.5万亿投资，这是正常的情况。
这2万亿和1.5万亿相比，增量是5000亿，5000亿相当于GDP的1.7、1.8个百分点，这才是2009年财政政
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当然，我们再加上一些增值税的转型等因素，加起来应该有两个百分点拉动。
 如果这4万亿是均匀分配的，2009年2万亿，2010年2万亿，那2009年是比2008年多了5000亿，2010年
比2009年多多少？
是零，是没有拉动的。
除非2010年的私人经济能够比2009年增长快出近两个百分点来，才有可能说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快
于2009年。
不然的话，有可能2010年比2009年更差，因为财政拉动力量没有了。
你就从中国过去30年所出现过的三次经济下调周期来看，第一次是从1978年高点降到1981年，第二次
从1984年高点降到1989年，第三次是从1994年高点降到1999年，没有一次是短于三年的。
这次我觉得也很难例外。
与1997年相比，本次的积极财政政策究竟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影响？
大家经常会拿1997年的例子和现在作比较。
当时也是政府加大投资，然后用了4～5年的时间，我们的经济又一个高速腾飞，但我认为，这二者显
然是没有可比性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房改。
房改推动了大量的私人资金流入到房地产领域里面去，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基础设施非常薄弱。
我们回想一下10年前，我们的高速公路情况，机场、港口、电力等等，非常薄弱，可投项目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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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那个时候我们基础设施是百废待兴的，有许多项目投下去，不仅能够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而
且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而今天。
我们尽管还有一些项目是有比较好的回报，但是它的量和10年前相比要小得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利用率是不是在每年上升呢？
好像是在每年下降的，中国的汽车公路利用率在全球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的港口的利用率也是在不
断下降的。
你再想找经济回报很高的这种投资项目，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现在来看，我们是有很多项目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比如民生项目、农村的建设、铁路、城铁这
些。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些项目是不是很赚钱呢？
好像不是。
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投，而且政府有必要投，但是它所能撬动的私人部门的投资量是比较小的。
1998年的那个时候则不然，那个时候有许多私人资金不仅进入房地产，也进入了港口的投资，甚至有
些外资来投中国的港口，来投中国的高速公路。
那个时候的撬动效应。
我们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1元钱的财政支出，基本上带动了3.2元的私人部门的投资。
这样就非常划算，而且是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今天我们很难达到那么高的一个乘数效应。
4万亿投资的最佳流向是哪儿？
 现在4万亿投资究竟怎么花，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案出来。
但我想，我们能否从两个方面做一下努力：第一个，是不是我们所选择的项目，不光注重社会效益，
还要选一些有经济效益的；第二个，在领域上有一些开放，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能够进入一些目前相对
还属于垄断的经济领域当中去，那么它的乘数效应，就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
为什么有的项目社会效益比较高，而经济效益比较低呢？
因为这些领域里面市场化成分、程度比较低，比如我们的铁路的收费、地铁的收费，这个价格是严格
管制的，自然就不会有很高的经济效益。
如果这些管制可以有所放松，让大家投了之后能赚钱，私人资金自然就会介入。
如果说当年房价管着，不许涨，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
在这方面。
我觉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革要齐头并进，这才能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机会>>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正处在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的条件都在发生着变化：内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外部
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不可能沿着过去的路走下去。
　　——陈平，泰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循环问题，而是
在周期循环中，有深层次的结构调整。
正是在深层次的结构调整的意义上，我说这个调整才刚刚开始。
　　——许小年，中欧商学院教授到了2015年之后，城市化率肯定也很难再大幅上升。
因此，我们要只争朝夕地利用未来剩下的这点时间，使得城市化率极大化，达到最高水平。
　　——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我们看一个社会，最后会发现，危机的时代实
际上是最有观察价值的。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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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机会(经济篇)》：金融危机后期，中国大机遇时代即将来临。
中国经济如何迎接[春天]阳光卫视给你不一样的视角，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倾
力推荐。
12位国内最前沿学者纵论，“危机过后的中国机会”，分享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欧美国家经济有望何时复苏?如何判断房价未来走势?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中国经济未来的
最大增长亮点将会是什么?是否要让民间资本进入相对还属于垄断性质的经济领域?如何最大限度挖掘
中国当前城市化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美国未来产生何种影响?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面对怎样
的未来?12位国内最前沿学者纵论危机过后的中国机会，分享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房价未来会怎样？
房价起落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迷局？
当凯恩斯主义救不了中国时，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此次金融危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根源？
后危机时代，我们该如何反思诸多经济施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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