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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制造能力强，成本低，人又忠诚肯干。
现在，一些附加值高、劳动力用得少阳产品就放在国外生产；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就放
在国内生产。
双方优势组合起来，就能实现“中国成本，美国价格”。

本书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与18位财经领袖的思考，内容包括：刘永好：为中国制造赢得认同、谭旭光：
握住风筝的长线、马云：唯一的互联网明星、姜建清：工行国际化舵手、刘明达：抱着感恩的心态、
反思者李东柱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力量>>

书籍目录

一、中国制造
  刘永好：为中国制造赢得认同
  谭旭光：握住风筝的长线
  鲁冠球：革命者的休息地是墓地
  李书福：无法自由
二、中国创造
  马云：唯一的互联网明星
  郭广昌：抓住机遇的整合者
  李彦宏：细节为王
  “变态”江南春
三、中国资本
  姜建清：工行国际化舵手
  杨元庆：与联想共同“突击”
  董文标：最好的民生
  “■客”庞玉良
  风雨王亚伟
四、中国价值
  史玉柱：巨人前传
  马蔚华：招行一小步，中国银行一大步
  刘明达：抱着感恩的心态
  反思者李东柱
  达人老柳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力量>>

章节摘录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价值　　——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如何驾驭我们的力量　　2007年，萨拉？
邦乔尼（Sara Bongiorni）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自己与家人如何艰
难地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
她说：“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
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
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　　邦乔尼是一名商业报道记者，2002年还曾获美国商业编辑和撰稿人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商业报
道奖。
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抵制“中国制造”一年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情绪化反应，而是针对经济全球化
所进行的一次实验（她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而不能仅仅是中国），她甚至两
次提到自己的中国血统，但是，这样的一本书，仍然透露出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
复杂心态。
　　这不是美国人的第一次。
他们也曾因“日本制造”而焦虑不安。
当年的美国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生产的家电、汽车、机床、照相机、打印机，等等等等，而且
，“日本制造”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
美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兔子，他们的惶恐可想而知。
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他们也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
　　这一切似曾相识，犹如时光倒错。
　　现在是“中国制造”。
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已经不太实际。
不同的是，当“日本制造”风生水起的时候，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
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发展得头头是道，赶欧超美。
而“中国制造”，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廉价的服装、家电、玩具的代名词，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制造商
是如何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压低的。
尽管没有一种思维范式能涵括中国的问题，但他们谈论的热度无疑升高了我们的水银柱。
“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恐怕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无疑，“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中国资本”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此，我们应辩证看待。
首先，我们的国力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的地步；再者，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万山不许一溪奔”早已不合时宜。
但是，看着那么多外资到中国下注，看着那么多产品涌出国门，看着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
炸式增长，看着那些骄傲的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否也对自己的力量产
生了不可靠的幻觉？
是否存在着一种骄矜浮躁的心态？
　　2001年《经济观察报》创刊不久，适逢中国加入WTO。
当时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纭，有人说，受到体制制约，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败下阵来。
这一悲观论调已不攻自破。
还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会“倒逼”中国改革，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
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指针，我们自然也乐见其成。
　　但是学者秦晖先生告诉我们，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道路还有第三种可能，
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
他认为，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
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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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结构，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都得被迫降低福利标准，自由市场国家也
将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样一个吸纳全世界资本、在全球进行采购并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世界工厂”，已经须臾不能
放慢自己的脚步。
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兴衰起伏。
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改变诸多国家的劳资关系格局，甚至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展观、价值
观、文明观。
一个开放中的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
这个话题这么快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以至于令我们有些手足无措。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个伪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只要能够崛起，我们无须作出任何承诺。
但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
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前苏联过于迷信力量的积累，而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清醒认知，无视公民权利
，利益分配失调，才导致一个超级大国困厄纷至，四顾苍茫，乃至最后陷入危机。
　　我们应该看到，公民社会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带来了“高效率”的产出，
但这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吗？
我们应该看到，公众福利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但这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吗？
显然不是。
我们不能把力量建设与资源配置锁定在某个僵化的轨道上，而应该善于观察国内结构变化，善于梳理
各个阶层的权益分配，并善于对制度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
　　凡成长必有烦恼，这是每个崛起中的国家都要面对的。
如何克服这种困扰，是政治家的使命，也是每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
今天，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中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们，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赢家，他们应该更具
有全球思维。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价值链中的一环，“只做买卖不问其他”，今天的利润也许
就会转化为明天的成本。
　　我们不想泛泛地谈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
很多中国企业家愿意与一些伟大的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纠缠在一起，却忘记了履行合约，忘记了如
何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们应该明白，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增强，就是其公共使命的最好
体现。
一些企业家拿着本应支付给股东的钱去行善，拿着银行的贷款满世界去种树，拿着拖欠员工的工资去
花天酒地，显然不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仍开口闭口捍卫民族工业，抱负固然远大，自身却忘记了对工人、
对银行、对土地、对消费者、对出资方的各种承诺，这种高调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实不足取。
众多的中国企业家都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责任意识。
企业的趋利性无可指摘，但我们能不能杜绝以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来攫取土地、牟取不义之利？
——这样就可能挽救众多政府官员的性命。
我们能不能善待员工、按时发薪？
——这样才能让员工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受益，才能让员工对社会产生好的影响。
我们能不能到期还贷，而不是继续行贿、以贷还贷？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可以说，离开这些，我们的经济社会权利、个人自由权利都无从谈起。
　　这样做显然比喊一些使命口号艰难得多。
我们知道商人行贿往往源于官员索贿，我们知道企业履行承诺的能力往往受制于市场变化，在一个不
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等于承担了过多的公共责任，似乎是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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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们知道在那些后现代国家、后工业国家，企业的社会角色日益纯粹，企业的特定功能就是经济绩效
，企业家对公共利益的担当变得相对间接。
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是社会发展、经济崛起的基础动力，企业家的使命如何单纯得了？
　　我们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企业家的责任，但用什么样的方法增加，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不计前提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最终有可能要砸掉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
企业家毕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他们动用社会资源获取了巨大利益，自然不能抛弃秩序重装
的责任。
关切生活质量的提升，关切社会权益的分配，应该是中国企业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不再视工会为
陷阱，不再视人权为干扰，应该是中国企业的价值路标。
　　当中国经济融人世界，与发达国家紧密相连，成为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捍卫
人类社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价值基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
大家应该在保留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
作为全球化的新赢家，我们已经学会不再拒斥使自己从中得到巨大利益的体系，现在我们应该致力于
让这个体系健康成长、永续发展，并让自己从中获取更好的收益。
只有失败者才会自成体系，只有弱者才画地为牢、我行我素，让傲骨变成狂悖。
　　单纯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当然不能解决全局问题。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堀起？
我们如何驾驭、使用我们正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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