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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业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着进步的秩序，仅从商业秩序就可以得出
一个明晰的结论。
不仅如此，商业秩序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构成这个社会全部经济基础里面最核心的、最富活力的一
部分；还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进步过程中都离不开新的商业秩序的建立、巩固和完善。
商业新秩序的本质是保护先进生产力，而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个社会就不会有根本性的进步，这是
个常识。
要建立先进的商业秩序，或者我们称之为商业新秩序，就必须得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因为如果没
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新的商业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商业秩序的建立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顽强不息的生长过程，是一个不可扼杀
的过程，所以它表现出一种强大的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上层建筑，或者是上层建筑的巨大改革、变革也离不开商业新秩序对它的巨大
推动作用。
唐清建先生编著的《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最后确定其价值恰好就在这里，因此说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有着深刻思想、足以引发人们思考的一部商业秩序类的
力作。
这一部应运而生、关于商业新秩序的著述，也可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读本。
所以称其为应运而生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
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走向世界经济循环的过程中。
20余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要求建立新的商业秩序，这也是巩固和保卫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把改革开
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制度措施。
我国现在的经济秩序状况是新生的、富有活力的、积极的、进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正市场经济的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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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忠实地记录商业环境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输入新的元
素。
　　我们“使新闻变得像故事样吸引人”，我们的深度不是通过篇长文章来体现的，我们的深度就是
成千上万的事实。
　　我们“使新闻具有睿智化的商业思维”——用我们的分析工具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为读者提供睿
智化的思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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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清建，1972年生，河南南阳人，现为《中国经营报》特稿部主任。
从业8年来，两度获得中国产业报协好新闻一等奖。
麦克卢汉说，媒介使人自恋和麻大。
这位新闻界先师圣贤的预言正在作者身上“变现”，但稍有不同的是，他自恋并不麻木——为文但求
一句新：笃言“文章本天成”；常常“做着记者的活，想着总理的事”；天命理想主义；自信新闻有
我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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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重构商业新秩序第一章 外资中国新趋势第一节 凯雷并购徐工：外资蚕食中国产业NO．1调查／002
西方舆论对此评价说，徐工完全出让控股权的改制模式，成为国际资本“检验中国政府改革大型国企
决心的试金石”。
第二节 “洋水务”中国谋局／026深谙中国的苏伊士集团此次收购也仍旧是“暗度陈仓”，用其下属
的合资子公司——中法水务来完成此次扩张，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隐藏在背后。
第三节 房地产调控：外资博弈“不设限”／035中国在2002年取消外销房、内销房的区别。
自此，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中少数几个对房地产投资没有限制的国家。
第四节 “卡位”文化市场：外资开辟中国“第二战场”／044这类项目的运营周期往往和地方政府的
执政周期吻合，都是3-5年，很符合中国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的需求。
外资往往利用地方政府的渴望心理，反复压价，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第二章 中国规则潜行第一节 围猎“中国需求”：我们的谈判砝码丢了／056中国钢协图谋的并不是几
个点的价格涨跌，而是要突破垄断暴利集团对“中国需求”的任意掠夺，寻求建立一个国际铁矿石贸
易的新秩序。
第二节 中国汽车关门“逼”狼：到了讲战略的时候了／066一些外资企业投资上百亿元，只拉动二三
百人的就业。
这对于人口众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方政府来讲是以牺牲大利益，换取小收获。
第三节 中国标准受阻之后／075中国标准从定位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发起者不是以产品市场
推广为目的，而是为了利用其标准，与国际标准组织做技术交换。
第三章 商道新走向第一节 国学：中国式商道“新外衣”／088国学选择精英、高端、窄众的普及方式
和传播路径，是否与互联网时代自由、平等的精神以及国学复兴的愿望相悖?第二节 “萨班斯法案”
中国命题／100当经济主体可以预期的“犯错成本”远远低于他可能获取的经济收益时，他就会有充分
的动机和激励去冒险，中国资本市场遭遇的正是这一危机。
第三节 “逆向淘汰”警示：创新者的脆弱／107“成功谁保护、失败谁帮助”，这是创新企业最为关
心的话题。
就第一个层面来说，邓国顺和他的朗科已为我们做出“令人不安”的诠释。
第四章 新经济谋变第一节 互联网精英转型：草根颠覆?／120如果说张朝阳、陈天桥代表了互联网商业
化的成功，是互联网1．0时代的代表；那么芙蓉姐姐、流氓燕等的出现则代表了互联网开始在草根层
面带来真正影响，她们是草根传播2．0时代的开端。
第二节 盛大转型幕后／131从商人到企业家，只是一个身份的差别，但这正是陈天桥这位“少帅”所
最为关注的。
“财富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用这样的商业逻辑来看待转型之中的陈天桥也许更为明朗一些。
第三节 TD-SCDMA：一个创新样本的启示／139政府在想企业的事，企业则在想政府的事。
政府部门盲目“与国际接轨”，推出一些先进技术为标准，这会限制企业的发展。
而企业总想推出自己的标准，并努力使之成为国家标准。
第四节 高新产业忧患／150在对企业的扶持上，韩国政府紧紧瞄准了一个点——三星。
目前，我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太过面面俱到，不能够重点突出，到头来“大家都不解渴”。
第五节 捍卫“首富神话”／160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正是依靠各国政府强力的政策扶持，光伏
产业才得以高速发展，因此，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
第五章 改革新方向第一节 四川“第一商业贿赂案”幕后追踪／170王德军栽了，栽在了公权力的便车
上。
辉煌一时的王德军最终也没有逃离一个转轨时期商人的宿命：成功之际，往往是失去自我之时。
第二节 垄断降薪“一小步”／179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
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人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第三节 “新农村”河南试验：“蚂蚁啃骨头”开口／188帮助贫困农民树立信心的不只是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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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那些没有配套资金发展生产，连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的贫困户，目前一些企业正在进行一对一的
帮扶。
第六章 医改新实践第一节 “宣威模式”调查：寻找新医改方向／202以政府为主导的“宣威模式”，
似乎成为解决中国人“看病贵”的一块“试验田”，专家们对此的诠释是，新一轮医改终将走上政府
主导的轨道，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回计划经济时代。
第二节 医改剑指“特殊利益集团”／212这是一个“下改上不改”的改革。
从卫生部到省卫生厅、市县乡卫生局，没有一个十分对口的行政隶属单位，有时候上面发文件下来，
都不知道该送给谁。
第三节 把脉“过度诊疗”／221在利益驱动下，医院竞相争取“过度诊疗”的利润空间，引发了医院
之间的“医备竞赛”。
这给医疗设备产销商们带来巨大市场的同时，商业贿赂的阴魂也如影而至。
第七章 企业家宿命第一节 中国富豪非正常死亡幕后／232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企
业家来说，机会多，诱惑也多。
现在的企业家往往是白手创业的第一代，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抓住每一个创富的机会，而很少考虑自己
身心成本的付出。
第二节 赵新先被拘真相／243如果我们不正视历史，我们很快又会看到第二个、第三个赵新先倒向路
边——60岁上下的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还有不少。
第三节 公权力之殇／253在公权力发动的这起“超限战”中，民营企业家何国钧的身影却显得那样“
势单力薄”。
赤膊上阵的他们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人一桶泪，一人一身伤。
”跋 新秩序的宣言书主笔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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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挂牌近一年，尽管徐州国资委一再三缄其口，但却不乏转卖国资的大手笔。
几乎在凯雷并购徐工同一时间，徐州钢铁总厂主体产业作价7亿元卖给法国钢铁巨头圣戈班集团，与
徐工、徐州电力并称为徐州三大支柱的徐州烟草也已经被列为徐州国资委的“整合计划”之中。
在被徐州国资委列人改制范围的362家国有企业中，至今已经完成改制312家，其中不少有名国企被外
资控制。
国资重镇徐州俨然成为“国退洋进”的急先锋。
经历了徐工与卡特彼勒“合资风波”的人们记忆犹新。
10年前，徐州地方政府把引进卡特这样的国际大企业列为当年政府重点项目，在签约的时候甚至包下
北京钓鱼台酒店，准备盛大庆贺。
但在签约前一天，卡特突然提出附加优惠关税的协议。
说服海关无望后，当时的徐州市政府连夜决定拿出地方财政补贴，“不惜一切代价把外资留下来”。
卡特彼勒留下来的结果，并没有给地方财政和当地就业带来预想的红利。
相反，卡特与徐工的合资公司在跨国企业转移定价等繁杂的财务体下连续多年“亏损”，不少徐工多
年培养的业务骨干也转投卡特门下，本土人才大量流失到外企。
有了卡特的前车之鉴，徐州地方政府此次为徐工选择合资对象慎之又慎。
但恰恰是地方政府曾经的“拉郎配”式的盲目重组造成了徐工今日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出现山工和柳工这样的大型企业，在政绩冲动下，徐州政府把
当地众多分散的机械企业重组加入徐工集团。
据了解，目前徐工正在实施破产的四家企业即徐州特种汽车总厂、徐州铸造总厂、徐州纺织机械厂、
徐州通域集团，全部是几年前政府交给徐工兼并、自身难以维继的企业，当时政府的说法是徐州机械
行业要“上规模、做大做强”，同时徐工还托管着50多家近年来进行主辅分离的改制企业。
从2003年设定改制时间表开始，徐州政府再一次主导了徐工改制的整个过程。
从民企德隆和三一重工，到卡特彼勒等国际产业投资者，最终经过数轮竞标之后选择了财务投资者凯
雷集团。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冰冷的资本意志面前，地方政府的强势推手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相反，国际财务投机者的逐利性或将成为徐工翻身的一个契机。
6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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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有着深刻思想，足以引发人们思考的一部商业秩序类的
力作。
这一部应运而牛、关于商业新秩序的著述，也可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读本。
　　——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在新形势下，重建商业秩序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工程。
这个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和谐都会导致秩序的错乱。
因此，从民众的层面乃至从社会层面看待与审视商业秩序的重建，更具有现实价值。
而突破这些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则需要他们——中国的企业家们。
实业救国，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奉献着青春和热血。
然而，他们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比如苗建中、陈星国、冯永明、祝风生⋯⋯很多很多。
　　——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 李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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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这里记录着新营商环境下的创新与变革，这里关注着商业变
革与旧商业秩序的冲突——这里倡导新的营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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