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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大凡有幸踏出国门、去过大洋彼岸的国人，无不为一个事实惊叹：为什么美国的东西这么便
宜？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总有这样的意识，即越是富裕的地方经济条件越好，消费水平应该也越高
。
所以相对于中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物价应该很高！
可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各大超市、商场中陈列的琳琅满目的货物中，只要是在中国市场上有的，都比在
中国卖得要便宜呢？
而且这价格高低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常常是一倍，甚至数倍，这是为什么？
更奇怪的是，甚至连那些打着“中国制造”鲜明烙印的国产商品，从服装、纺织品、玩具、礼品到各
式家用电器，还有最新款式的电脑、iPhone、iPad等等，其价格竟然也远远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
。
有些产品价差之大，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于是，越来越多的眼-睛聚焦在了“山姆大叔”（“山姆大叔”为美国的绰号，它同自由女神一样
，成为美国的象征）身上，眼神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
　　羡慕？
嫉妒？
恨？
　　我想我们首先会羡慕。
羡慕美国人去趟超市，买了香蕉、生菜、小萝卜、酸奶、麦片、番茄酱、大米一堆，才花了21美金；
羡慕美国人买辆奔驰E-520才花50000美金，只相当于他们半年多的工资；更羡慕一个美国人4～6年的
收入就可以买栋房子⋯⋯　　说白了，我们真正羡慕的是人家的生活水平，毕竟人人都希望能过得好
。
进而我们也许会嫉妒，并由妒生恨。
为什么我们看场电影都要犹豫不决？
为什么我们买套小房子就要负债几十年，全家做“奴隶”——就算是所谓的白领阶层买套100平方米的
房子也无法摆脱大半辈子负债的命运？
为什么我们偶尔奢侈一下，买盒在美国几乎要归类为垃圾食品的哈根达斯送给女朋友，就要心疼好多
天？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需要980000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大部分人十几年的工资？
为什么在美国用手机，一个月5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而我们在中国用手机，一个月500块才基本可以随
便打？
为什么在美国购置套好点儿的西服，500块差不多了，而我们在中国购置套好点儿的西服，2000块还不
够？
为什么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美金上下足矣，而我们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就要1500元人民币
？
　　为什么我们买的什么都比美国贵？
在中国过日子怎么就这么难？
是我们的干部不聪明、不能干？
是我们的人民不勤劳、不团结？
是我们的国家经济没有发展、社会没有进步？
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在2010年GDP总值为39798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10.5％，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
同时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5％
，增幅几乎是上年的两倍。
对比这两个部门的数据，我们发现，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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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全球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却仅在以1％左右低速增长或负增长。
　　不管怎么说，中美物价已然倒挂。
相差悬殊的物价，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得已开始寻找解决之道：很简单，不在国内购物。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0年年终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透露，2010年中国赴美的人数大概在100万
，平均每人退税购买的商品就在7000美元以上，合计就是70亿美元；即仅在美国，中国游客购买高档
商品就要消费460多亿元人民币。
综合各方面资料，中国游客海外疯狂购物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与时尚。
　　对此，我国政府已有所意识。
从2010年8月开始，海关对进境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物品开征进口关税。
但是这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么？
个人自用物品开征进口关税，只是限制了个人出国消费；国内物价依然畸高不下，这无形中只会更进
一步加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通货愈发膨胀，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反而有陷入恶性
循环的危险。
　　无怪乎，已经有不少华人向往“平易近人”的山姆大叔，并积极加入“中美国”；而且这种成为
第三国成员的趋势，也越来越强。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
中美物价倒挂，俨然已成为另一把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就在《我们买的为什么比美国贵？
》。
　　这本书以中美物价的数据对比，特别挑选一些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并对每一个话题都进行了深入
的探究；由此通过鲜活的真实事例，向世人展示一个在GDP光鲜外衣覆盖下的百姓生活困境；通过对
背后社会经济政治原因的深刻挖掘和剖析，把脉中国经济的“病因”；并就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
中的不合理现象，被压缩的民生等种种疑问展开分析；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揭示“买的比美国贵”的实
质，昭示出数字攀升之后的经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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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虽然中国GDP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但国人却感受不到幸福反而受累于物价的节节攀升。

这本《我们买的为什么比美国贵》由张丽编著，以中美物价的数据对比，通过鲜活的真实事例，追问
： ·“穷”中国的物价为什么高于“富”美国？

·80后扎堆消费奢侈品：是品味不同还是虚荣心作崇？
 ·中国汽车消费税负水平为什么成“世界之最”？

·为什么联想电脑卖给“自家人”这么贵，而卖给美国人却那么便宜？
 ·再贵中国人也要买房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过年送礼为什么要去美国买茅台送亲友？
 《我们买的为什么比美国贵》深挖物价“贵族”光鲜背后的经济“病因 ”。
把脉中国民生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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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天价拉菲红酒的定价秘密：中国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Andy和夫人是一对资深红酒迷
，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各种红酒。
1993年，两人的女儿出世，为了纪念，两个人决定为女儿买一瓶红酒，等到女儿21岁时再喝。
而他们当时买的就是世界一级葡萄酒：拉菲红酒。
　　说起拉菲红酒，就不能不提发生在1855年的法国葡萄酒分级事件。
当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来自法国各省和世界各地的名优产品云集一堂。
当时的波尔多制作了一张旨在介绍波尔多葡萄酒的种类和品质的详细酒单，还附上了一张由波尔多商
会责成葡萄酒经纪人公会制定的波尔多名酒分级表。
在此基础上，1855年4月18日，葡萄酒分级名单出炉；于是，这个名单也被称为“1855年分级体制”。
当时的分级标准是，只有那些质量长期稳定的葡萄酒才能入围某一个等级。
换而言之，一家酒庄能够入围分级体系的唯一理由是它能够长期稳定地酿制优质葡萄酒。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酒经纪人所制定的1855年分级表逐渐树立起了权威。
　　1855年分级表对选购葡萄酒的新手来说，有着指南的作用，是可靠性与品质的保证。
“1855年列级酒庄”的酒标也成了一个传奇的质量保证，人们总是很自豪地用标有它的酒来招待贵宾
。
正是在那次著名的葡萄酒分级中，拉菲被评为“一级”葡萄酒——最上乘的波尔多红酒。
于是乎，“拉菲”红酒被视为红酒界的一个传奇，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对于喜欢红酒的Andy夫妻来说，没有什么比为女儿买一瓶“拉菲”红酒更具纪念意义了。
从1993年购买之后，这瓶红酒一直安静地放在Andy夫妇租用的酒窖里；但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却
让老两口不那么淡定了。
2010年11月3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三瓶1869年份的拉菲堡拍出43.79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54万元）
的天价。
随着拍卖锤铿然落下，瞠目结舌的不仅是场中宾客，甚至包括见多识广的拍卖师自己。
“一滴酒”等于“几克黄金”，再也不是神话了。
　　连一瓶普通的1982年的拉菲红酒，其身价也已经由100多美元升至数万元。
人们惊呼其为“中国价格”，因为这些红酒的疯狂追逐者们，往往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过去，在人们眼里，“中国价格”通常指的是最低廉的价格——反映出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力。
但如今在最高端的市场，“中国价格”的定义被改写了，富裕的中国人一掷千金地购买奢侈品，让在
场的很多西方竞拍者落荒而逃。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落荒而逃的背后是不是还有嘲讽的意味。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对奢侈品的疯狂购买和追逐，更被视为一个泡沫经济时代行将破灭的典型征兆。
香港葡萄酒拍卖场上传出的报道，不能不让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情景。
　　当时的日本买家到处购物，不仅高价买下许多名画，甚至连美国的汽车、商业地产都成了日本人
的固定资产。
但是当美国人突然撤资，日本经济瞬间崩溃的时候，艺术品、固定投资，又全都被当时卖出的人以十
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价格买了回去——这一幕不知道会不会在今日的中国上演。
　　让我们再回到葡萄酒市场中。
作为“酒迷”，过去十年中，Andy夫妇一直跟踪世界名酒的价格走势，其中也包括“拉菲”飞涨的价
格。
他们发现，十几年间，拉菲增值了大约8倍。
其实，不言而喻，拉菲价格的暴涨，是因为受到中国买家的热烈追捧。
　　拉菲与其他葡萄酒之间的口感不一样，但对于中国买家来说，他们在乎的绝对不是酒的味道。
在2008年达沃斯的一次品酒会上，英国《金融时报》的简希丝·罗宾逊挑选了11款2001年份的葡萄酒
——其中5款是顶级波尔多（包括大名鼎鼎的拉菲），6款是新世界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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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晚宴的人士“盲品”了所有葡萄酒，然后对它们进行排名。
新世界葡萄酒轻松占据了前几名位置，拉菲则“名落孙山”。
但目前一瓶2001年的拉菲卖到了800英镑左右，而在达沃斯品酒会上更胜一筹的葡萄酒——来自澳大利
亚的某知名品牌解百纳和来自南非的名品——却只卖43英镑和14英镑。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
　　需要指出，拉菲成功的中国式促销是其价格飞涨的重要原因。
拉菲堡很早之前就开始刻意地追逐中国市场。
2009年，拉菲堡就曾宣布，2008年份出产的拉菲标签上将带有在中国被视为吉利数字的“8”。
为了开拓市场，拉菲堡的经营者在名字上也下足了功夫。
一箱2009年的拉菲目前售价在1.6万英镑上下，而名称拗口的奥比昂则只能卖到0.8万英镑。
　　拉菲堡更在很早就精明地意识到了，对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中国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才
是他们的消费方式。
对于这部分中国人来说，葡萄酒价格之“贵”正是其吸引力所在。
假如你要取悦于上海或者北京的岳父大人或生意伙伴，还有什么比奉上一瓶贵得让人咋舌的葡萄酒更
靠谱的呢？
这也是拉菲在中国卖出天价的重要原因，毕竟中国人的面子都不便宜。
　　无论什么品牌被买家追捧的结果就是真正的爱好者根本无缘与它们一见。
而高价的背后其实只有暴利。
之前曾有报道，数万元的LV包，其成本不过几百元。
可是想一想，如果LV真的放下身价，哪怕是降到千元，还会有多少中国买家购买？
所谓的世界名品，就是这么吃定了中国市场，哄抬价格，制造噱头，低价请中国的工厂生产，然后再
高价卖给为他们代工的中国老板们。
　　于是乎，谁能第一个背着LV来上班或参加酒会，谁就是办公室最“牛”的人。
为了抢这个“第一”，有人不惜将信用卡屡屡刷爆，奢侈品便成了一种十足的炫耀道具。
有些人自认为自己缺乏些气质，于是买此奢侈品加在身上，心理上便认为气质提升了。
其实不难看出，奢侈品更多的是一种风气，一种源于攀比之风的不良习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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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我们买的为什么比美国贵》以中美物价的数据对比，特别挑选一些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并
对每一个话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由此通过鲜活的真实事例，向世人展示一个在GDP光鲜外衣覆盖
下的百姓生活困境；通过对背后社会经济政治原因的深刻挖掘和剖析，把脉中国经济的“病因”；并
就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中的不合理现象，被压缩的民生等种种疑问展开分析；深入浅出地向读者
揭示“买的比美国贵”的实质，昭示出数字攀升之后的经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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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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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