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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危机是我们重塑世界观的机会　　胡舒立　　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第二届财新峰会
在北京隆重召开，千余位国内外政商学界人士与会，共同探讨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所面临
的深刻挑战和未来前景，寻找真实的增长机会。
峰会闭幕后，财新传媒编辑部立即开始梳理、编辑会议上呈现出的那些智慧成果，经过短短一个月的
紧张工作，这部反映峰会思想的作品就摆在了读者面前。
捧读之下，不禁浮想联翩，他们的风采，他们的智慧，峰会上的一点一滴，重回眼前，真的像是朋友
们再度相逢一样。
感谢那些提供了文本的朋友，感谢我们那些敬业的图书编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峰会上的思想片
段，凝结为深思熟虑的智慧之书。
　　今年峰会的主题是&ldquo;中国与世界：寻找真实的增长&rdquo;，这一主题是去年&ldquo;变革世
界的中国策&rdquo;的延续。
选择这样的主题，体现了当下我们的真实处境，即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结。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中心话题，世界已经作为逻辑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
发展进程，而中国也越来越深地融入了世界的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
来越明显。
我们需要在世界的向度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要以中国应有的高度，审视世界。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这一认识，构成了财新传媒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财新传媒的心胸。
　　在财新传媒成立之初，我们提出将&ldquo;公信力，全媒体&rdquo;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现在，
我们在这六个字之后，又加上了&ldquo;世界观&rdquo;三个字，我们的团队希望以此自励，也希望各
界朋友用这九个字衡量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
　　世界经济仍深受危机的困扰。
不断加剧的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尚属正常。
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地位。
如果这种局面再持续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会出现较大幅度地提升。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
近百年来，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近过。
　　但是也要看到，自危机以来，有一种自满的情绪在一些国人心中不断滋长，欣欣然者大有人在。
我们很担心这种心态继续蔓延，成为盲目的妄自尊大。
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使我们低估未来困难的严峻程度。
处在多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面临着摩擦、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风险。
正如本书中一再提出的，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前面的道路还很崎岖，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
因此，清醒地认识自己，冷静地看待世界，则格外重要。
　　危机是一所学校。
不仅仅是别人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学校。
从他人的错误中学习，以矫正我们自己的行为；从他人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学习，以提高我们应对危机
的能力。
嘲笑别人的危机，很可能会错失难得的学习机会。
危机是一面镜子，从这里，我们得以审视自己的政策。
因此之故，危机是我们审视自己世界观的契机，也为我们提供了重塑世界观的机会。
　　财新峰会不仅仅是一个年度会议，不仅仅在北京召开，也不仅仅一年召开一次，它是系列峰会。
从北京开始，我们向世界延伸。
&ldquo;寻找真实的增长&rdquo;这一主题，将贯穿全年。
我相信，在这种不断的交流和探讨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融洽。
我们希望财新峰会能够成为实现全球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为审视世界和自我审视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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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不断地把峰会的思想成果奉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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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2012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这一主题，为读者厘清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
全书分为五大主要内容：反思中国模式；当前焦点问题（债务危机、金融改革、中小企业成长等）；
寻找改革途径；预测2012最重要的问题。
这些内容全部由当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写专文论述。
作者团队包括吴敬琏、郭树清、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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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部建言集，作者包括吴敬琏、郭树清、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华人圈最具
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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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住政府之手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的财政危机和国
债危机，使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些因为新闻周期而匆忙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反
而使造成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更严重，延长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期，并使必须经历的阵痛更深。
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经济硬着陆，跌幅会更高。
　　政策周期过多受制于新闻周期　　即时新闻频道、互联网的出现，政策绩效的评估频率被大大加
快，如果政策达不到立竿见影效果，对新政策的呼唤必然立即出现。
可是，经济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场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时间，行业企业从决策到正式开工投产需要时
间，这些决策周期、建设周期、生产周期不会因为即时新闻周期的压缩而改变。
　　由于经济自身的反应周期远比新闻周期长，而影响政府决策更多的是专家评论、社会舆论，后者
又跟新闻周期同步，到最后，制约政府决策周期的不是市场周期、经济周期，而是新闻周期。
　　政策周期超越经济周期之后，不仅政府之手必然很忙，而且由于绑架了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大
起大落，造成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危机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续时间被延长。
　　以2008 年金融危机为例，在世界各国，电视上互联网上到处是专家、官员、企业领袖在给政府决
策层出谋划策，一方面夸大政府不救市的可能后果，让观众、读者甚为恐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大规
模干预市场、刺激经济。
尤其是，那些夜不眠电视频道不断请来各类专家对昨天甚至几个小时前才出台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
就进行绩效评估。
在中国，2008 年10 月就快下猛药&ldquo;四万亿&rdquo;，2009 年续以10 万亿元天量贷款、2010 年近8 
万亿元贷款；在美国，2009 年1 月奥巴马上台，2月就签署825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没过多少天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呼吁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美联储也的确从2008 年暑期开始降息救市，后
来利息没法再低了，就推出两次量化宽松政策。
　　恶果自然已经显现。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鲜活例子之一。
2008 年之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着重点在于限制供给（尽管许多政策的本意不是如此），使需求大于
供给的局面不断恶化，房价越调控越高。
2008 年的头9个多月，房产调控开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下手。
但受9 月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影响，政策又出现180 度的急转方向。
2009 年和2010 年两次天量贷款，房地产泡沫被政府政策吹成新纪录。
到2010 年年初，房地产已经火爆到系统风险的地步，政策又急掉方向，限贷限购同时出台，房地产重
新进入冰冻期。
回顾过去近八年，房地产行业要么冰冻、要么火热，致使资源配置低效，更把人、社会、环境、自然
给折腾得晕头转向！
究其原因，政府之手闲不住是主因，但过于活跃的专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也是鲜活例子之一。
之所以到今天这步，就是因为在2008 年年初、2009 年各国政府大兴由政府借钱刺激经济，目的是为了
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按照自己的规律从过去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调整以往非理性的经济决策。
可是，那些专家们没有那么多耐心，每天在各国的即时新闻里不断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快速且大刀
阔斧地救市。
结果，各国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虽然制造了2009 年&mdash;2010 年表面的复苏，但把那时
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今天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
　　政府之手太忙的后果　　从表面看，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一般性的怀疑似乎有道理，用行政之手
代替表面似乎无序、无形的市场竞争能避免很多的市场错误和所谓的&ldquo;市场失灵&rdquo;。
但实际情况呢？
不妨对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就是看一国的三大产业对GDP 以及就业的贡献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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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1980 年时，其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3%、占总就业的4%，工业占GDP 的比例约33%、占总就
业的31%，而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64%、占总就业的66%；到2005 年时，三大产业的GDP 贡献率跟
就业贡献率还是维持基本的1：1 关系：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1%、占总就业的1.2%，工业占GDP 的比
例约22%、占总就业的21%，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77%、占总就业的78%。
美国各产业就业贡献率跟GDP 贡献率基本相等，说明跨越行业、地区、城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包括资
本在内的其他要素流动是非常自由的，没有受到户口等制度或政策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各行业间的扭曲和差距不仅很大，而且在过去30 年被恶化。
1980 年，中国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30%、占总就业的69%，农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4；工业
占GDP 的比例约48%、占总就业的18%，工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2.7，而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
约22%、占总就业的13%，服务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0.6。
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大得惊人，根源就在于那些基于身份、出生等
制度性、政策性歧视，使得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几乎不可能。
　　过去30 余年的改革是否带来改善呢？
农业占GDP 的比例约11%、占总就业的40%，农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25；工业占GDP 的比例
约47%、占总就业的27%，工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7，而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约42%、占总就
业的33%，服务业GDP 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3。
从表面看，似乎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生产率都往1：1 靠拢，农业出现更为严重的偏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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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
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
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虽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我们就能沿着这一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
前行。
　　&mdash;&mdash;吴敬琏　　美国的&ldquo;高消费&rdquo;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ldquo;高增
长&rdquo;也越来越畸形。
甚至会发生&ldquo;劣币驱逐良币&rdquo;（借喻，非指&ldquo;格雷襄定律&rdquo;）的现象。
我曾用&ldquo;昂纳克寓言&rdquo;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
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
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
2008年美国和今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在未定
之数。
　　&mdash;&mdash;秦晖　　过去的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屡屡冲破难关、化险为夷，在于紧紧抓住
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和法治建设。
这些新因素的引入，好似&ldquo;画龙点睛&rdquo;里的&ldquo;点睛&rdquo;一样，为&ldquo;中国
龙&rdquo;注入了活力，从&ldquo;潜龙&rdquo;翻为&ldquo;在田之龙&rdquo;。
下一步能否成为&ldquo;飞天之龙&rdquo;？
大的机遇仍在全球化中。
　　邓小平曾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
只有进一步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开放，冲破官僚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挡，才有可能抓住机遇。
新的希望正在社会与历史的孕育之中。
　　&mdash;&mdash;石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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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年度建言书！
　　吴敬琏、胡德平、郭树清、秦晖、陈志武、蔡霞、刘世锦、陈有西、李扬、胡祖六、谢国
忠&hellip;&hellip;透视十八大换届选举之年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反思中国模式，寻找改革途径，分析
当前焦点问题，厘清社会和未来发展迷局。
　　1．《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集结了当下中国最著名经济学家、学者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思考
以及预测。
　　2．核心观点是未来中国五年发展走向，与当前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密切相关，这种话题对财
经类高端读者很有吸引力。
　　3．是市场上非常少见的对中国问题密切关注，并能提出创建性想法的读物。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201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