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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以来，全球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变，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这样的变化不会停息。
变化，或许会在更多的地方升级为变革。
全球主要国家的政要们，在2011年的11月聚集在欧洲，谈论经济危机。
但对于未来，他们似乎很难达成有效的共识。
普通人不必像政要那样严肃地思考未来，但同样有可能被载入史册。
在2011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ldquo;普通人&rdquo;的行为值得&ldquo;记录在案&rdquo;：在纽
约，有一些人占领华尔街反对贪婪；在上海，有一些人占领售楼处反对降价；在澳洲，有一些人罢工
停飞澳航航班；在伦敦，有一些人上街公开纵火抢劫；在希腊，数万人走上街头甚至冲击国会抗议政
府削减公众福利。
这些普通人的非普通行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感觉被掠夺，所以要表达不满。
他们表达的方式值得商榷，他们表达的背景值得反思：是不是有人掠夺了他们？
是不是有人需要偿还？
是1%的人亏欠99%的人？
还是制度亏欠了大多数人？
可以确定，金融家、政治家以及芸芸众生的三角关系，即使在表面上，也已经失去了平衡。
世界在2011年的动荡，诉求的是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
那些拿少了的人们要求偿还，但是，那是拿多了的人们希望大家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
世界从来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但常常被某一小部分人制定游戏规则。
偿还，从来就是一个难题。
希腊走上街头的人们，不愿意养老金被削减，不愿意改变悠闲的生活方式。
已经买了房子的人们，不愿意看到房价下降。
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也处于不同的利益阵营。
偿还，的确很难。
欧洲和美国，这些富裕国家，在中国媒体上呈现一副穷相，据说他们寄希望于中国这样的实际上还并
不富裕的国家去&ldquo;拯救&rdquo;。
尴尬的现实世界再一次告诉我们，富人向穷人借钱，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但世界在这样的规则中，已经奇怪而又&ldquo;良好地&rdquo;运转很多年了。
中国已经表态，欧洲的问题主要依靠欧洲解决。
这其实是必须遵循的常识。
中国不可能是也不必是世界的&ldquo;救主&rdquo;。
中国虽然是欧美甚至是日本的债主，但中国有自己的&ldquo;内债&rdquo;需要偿还。
世界经济面临大变革，中国经济也面临大变革。
温州在2011年给中国经济发出警报：钱多与钱少的局面，总是在突然之间转换。
从2008年岁末开始，中国突然开闸，遍地的钞票，房地产在此后稍受抑制后强劲反弹，钱，在市场上
到处鼓包。
从大蒜大豆到房产，从黄金白银到艺术品，都在承载泛滥的钞票。
物价上涨，像河流决堤一样，不可遏止。
温州寓言提出一个问题，这些钱去哪儿了呢？
高昂的物价指数，逼迫我们审视曾经的货币政策。
当你的收入、储蓄被CPI吞噬，你也在为过去偿还，但不知道到底在替谁偿还。
通胀，是对公众财富的稀释，但却有人在通胀的背景下获益。
看一看2009年以来中国各家银行的财报，看一看大银行每天净利润数亿元的数据，看一看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的财政收入数据，无法否认，中国的经济仍然像一列高速的列车。
钱，并不缺少，缺少的，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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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可以叫做调控但不应仅仅停留在政策调控的层面，解决深层的问题，化危为
机，需要变革。
如何变革，我们从本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意见涉及宏观经济、财税政策、企业经营、市场法治等等诸多领域，它们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理性的、积极的、主动的变革，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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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全球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改变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欧债危机、伦敦暴动、占领华尔街、业主维权⋯⋯普通人的声音开始影响全球。

 欧洲和美国这些富裕国家，据说开始寄希望于中国这样的并不富裕的国家去“拯救”。

 而中国已经表态，欧洲的问题主要依靠欧洲解决。
这其实是必须遵循的常识。

　　2012，中国不可能是也不必是世界的“救主”。
因为中国虽然是别人的债主，却有自己的“内债”需要偿还。

　　2012，对世界经济很关键，对中国经济更关键。

　　从2008年岁末开始，中国突然开闸，遍地的钞票，钱，在市场上到处鼓包。
从大蒜大豆到房产，从黄金白银到艺术品，都在承载泛滥的钞票。
物价上涨，像河流决堤一样，不可遏止。

　　钱，并不缺少，缺少的，是平衡。

　　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调控。
解决深层的问题，化危为机，需要变革。

　　如何变革，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意见涉及宏观经济、财税政策、企业经营、市场法治等等诸多领域，它们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理性的、积极的、主动的变革，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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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京报社：《新京报》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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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的高房价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现在已经开始破了。
最后一波房地产泡沫是靠高利贷推起的，现在高利贷出了问题，房价也支撑不住了。
    我原来认为在2012年房价就会下跌50%，但是今年（2011年）年初我改变了我的预测，当时认为今年
下半年将开始下跌，但这个下跌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期先下跌20%-30%，之后可能会有反复，到2014
年会出现房价下跌50%。
    这中间会有一些反复，就好比A股从6000点下跌，跌到5000点的时候就会有人进场，托一托。
捞底的人总会有的。
房价下跌20%-30%之后，急需买房的和一些投资客会进场，交易量会起来，这中间可能会有反复。
    现在工薪族的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
像二线城市一万块钱一个平米的，有多少人买得起？
这个市场主要是投机需求，这个又主要是银行贷款来的。
泡沫有多大？
    所以房地产进入了一个大幅度下降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说黄金地段的房价不会跌，因为资源稀缺，我要说这是不可能的。
曼哈顿的房价也跌。
    再说，再过10年，中国人口开始下降，10年后房价不会涨起来了，只会掉不会涨。
任何一个人口开始下降的国家房价只会掉，当时日本每年房价下调7%。
人口老化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以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人口老龄化后一个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人口老
龄化以后不要谈楼市会不会涨，是不会涨的。
    要把握住卖房的机会    由于出了限购令政策抑制了房价，所以房价的高点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高，就
好像是股市5000点的时候一系列政策组合作用，没有让它涨到6000点再往下掉，而是从5000点往下掉
。
但结果是一样的，最终都是要掉到2000点。
    而银行提高首套房贷的利率，其实也不会真正误伤“刚需”。
因为京沪80%都是外地人和多套房的人，不是刚需，刚需是炒出来的概念。
至于首套房的利率，这是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通胀预期上升、信贷管控，资金价格高了。
面粉贵了面包当然也得贵。
    前阵子银监会说中国的银行业能承受房价下跌40%。
我也说就算真的跌40%，中国银行体系也承受得了。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
现在的钱和账都是通过房地产转移到政府，股市的投资会有一系列的后果，银行出现一些坏账是不可
避免的，钱是政府拿的，坏账也是政府的事。
我觉得是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的事，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你手头有空房的话，先留着，现在人民币不会贬值，不管内部通胀有多少，不敢贬值，贬了的
话所有的钱都会流出中国。
而且现在卖的话肯定卖不掉，很多朋友卖房子都没人看，没办法只能熬。
如果这时有人来看你的空房子，一定要卖了，这是个好机会。
如果下一次房价掉的话要持续掉三四年。
    泡沫崩溃时做什么都没用    对于最近的微调，其实我想说，在泡沫崩溃的时候做什么也不管用。
其实在2008年就应该让它崩盘，但后来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又把它撑起来了。
这次泡沫崩溃，救市的资金会比2008年的更多。
    2008年、2009年十万亿钱砸进救市滋生泡沫现在可以吗？
政府是不敢做的，政府是受限制的，在货币政策上是受限制的，它是不可能像2008年这样做的。
    我只能说，这轮调控后房地产将物归原主，地段好的房子房价会较高，而租不出去的地方房价都会
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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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有2万多家开发商，其实2000多家就差不多了，到时候政府会引导房地产行业的整合。
    大幅度减税时就要买股票    最近政府在财税改革上也有一些新动向，特别是又出了增值税改革。
    中国需要减税，就意味着政府要让利，就是政府要少收钱了。
中国调整的核心是政府要减税，要让利给老百姓，现在做的营业税变成增值税是第一步。
    但是你要问成效的话，只能说在经济很差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财税改革。
    政府大幅度减税的时候牛市来了，股市见底的时候是楼市崩盘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中国大幅
度减税的话，你就去买股票，下一个阶段你就发了。
    我们现在A股一直萎靡不振，原因是高利贷20%的利息把资金吸收了。
现在开始在局部地区崩溃，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将在其他地区陆续崩溃。
高利贷实质上是一个旁氏游戏，用新钱还老钱的模式不可持续。
12个月你不断会看到这样的事。
    而12个月后，高利贷问题解决后资金流入股市，中国股市就会出现一个反弹。
房地产价格降，量上去后，会有一定反弹，公司不赚钱哪里来的牛市啊？
20年技术性的上上下下，中国股市会迎来长达20年技术性的上上下下，而真正的牛市还是要靠政府进
一步改革，转变成一个服务性的机构。
    未来十年中国都面临通胀压力    有人问我现在的通货膨胀是不是已经见了顶。
其实，现在工资这么涨，怎么可能通胀见顶了呢？
通胀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过去十年间，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正在造成通胀的后果。
现在的货币增长尚未低到可以消除通胀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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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房价2011年下半年将开始下跌，但这个下跌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期下跌20％～30％，之后可能会有反
复，到2014年会出现房价下跌50％。
    ——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    暴利模式不应该持续。
你要走出去就要有长期战略考虑，不要捞一把就走。
赌的心态不能带到国外去。
所以一个强大的国家还要有一个强大的“走出去”战略。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当时4万亿刺激计划方向是对的，但是客观上我们多发了一些货币
，引起了产能过剩，引起了房地产泡沫，引起了物价的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在欧元以及美元之外，人民币也可以成为国际货币
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储备货币。
只要人民币以后可以自由兑换，并承诺进一步实现收支平衡，就可以加入到这个体系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欧元之父”蒙代尔    黄金的保值避险功能非常强，但短期投机获利的可能性非常小。
抱有一夜之间就能挣多少钱这种心态的人，不要投资黄金。
    ——菜百集团总经理王春利    其实投资艺术品方面，只要买对了就是没有风险的，它最大的风险在
于你买的是赝品。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    我不相信所谓世界末日，我害怕的是现实空间中我们
人心的底线一点一点在下滑，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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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国忠、许小年、蒙代尔等顶尖智库厘清中国经济迷局，读懂未来趋势，个人财富增值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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