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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使我们中有些人亲身经历并且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取得的进步，但在记忆深处，
我们却难以重温曾经的那份激动，因为我们不知道从何忆起。
因此，作为一部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作品，《足迹》这本书显得如此重要和鼓舞人心。
　　本书用饱含深情的文字、认真细致的调查以及从厚厚的档案中甄选出的一幅幅动人的照片来重新
梳理我们的思绪，带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行业迈出的第一步——中国第一支股票，第一次发
行彩票，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第一家肯德基，第一家超级市场，第一家合资酒店，第一家合资汽车
厂，第一个经济特区⋯⋯　　书中的各个主题都是由中国日报社负责报道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记者和
编辑选定的。
他们见证了这场巨大的变革，并通过书中的文字与我们共同分享经历这些历史时刻的切身感受。
书中所涵盖的主题从不同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面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例如．“穷则思变”一篇追溯了农村改革进程；“环保立法破局”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发
展；“从第一支股票说起”记录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摸索中的起起伏伏；“时尚变迁”描绘了大众的
时尚观念发生的巨大改变：“互联中国”回顾了网络时代在中国的降临；“跨出国门”讲述了经济的
繁荣促进了旅游潮的兴起。
　　《中国日报》是中国第一份英文日报，从创办的第一天起就致力于促进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
。
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一定会为更多的人们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这无疑也是我们所肩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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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编朱灵，现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本书作者均为中国日报社经济新闻部资深记者。
他们长期跟踪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与现状、本土公司的崛起以及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的商业活动等
。
　　他们的报道以独特的视角为英文读者，特别是为西方的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经济脉络及走向
的窗口，同时也为各国政府及跨国公司管理人士制定中国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些报道被众多国外通讯社及主流媒体广为转载。
    本书介绍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取得的进步，旨在弘扬国内外众多企业家的开拓进取精
神。
    在这不断变革发展的30年里，许多行业都迈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国
债、第一批彩票，第一个黄金周、第一家快餐店、第一家连锁零售商、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第一家
合资汽车厂、第一部环保法、第一个经济特区⋯⋯    让我们循着这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足迹，重温
那些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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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灵，现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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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穷则思变国债潮彩票：从万元户到亿元彩王外汇券：曾经的特权从第一支股票说起走向上市之路的先
锋风险投资：创业者的机遇沉浮：外资银行抢滩中国保险业的跨国姻缘广告业惊鸿一瞥快餐业的探索
历程酒店业：经济发展的见证者桑塔纳——成就汽车产业的小轿车横陈在时代交替时点上的标志性建
筑购物的那些事儿中国式休闲跨出国门信用卡——飞入寻常百姓家时尚变迁可口可乐的中国故事电影
记忆手机：当奢侈品变成必需品互联中国小村庄孕育高新技术产业的腾飞深圳的纽约梦自由贸易区：
和谐共建未来归去来兮农民工的往昔与今日居者有其屋个税走进百姓生活环保立法破局稳步向前的核
电事业《中国日报》——与改革同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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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百万的第一桶金　　其实，老百姓对国债态度的真正转变是发生在1988年。
杨怀定——中国股市赫赫有名的“杨百万”——就是从国债中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1988年，国家对国库券的发行办法作了重要的改进，提高利率、缩短还本期限（5年缩短到3年）
。
同时，国务院批准：自1988年4月起，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哈尔滨7个金融改革
试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允许转让国库券，但不得将其作为货币流通。
1988年6月，第二批54个城市开始进行国库券转让试点工作。
　　这一消息刊登在很多地方的报纸上，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却没有逃过杨怀定的眼睛。
当时，这位前上海铁合金厂的工人正辞职在家，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
他订了72份报纸，试图从报上找到一些信息。
当读到国债交易即将开始的消息时，他知道机会终于来了。
　　1988年4月21日是国债交易开始的日子。
一大早，杨怀定就赶到了位于上海西康路101号的国债交易市场。
　　别人不敢买，他却用攒下的钱买了3年期国库券。
“银行利率5．4．％，3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
”在接受一家上海的媒体采访时，他回忆道。
他的举动仿佛带了个头儿。
到了下午，很多买家纷纷涌人，价格一下就涨到了112元，杨怀定却抛掉了。
短短半天时间，他就赚到了以前一年的工资——800元。
　　故事还没有结束。
杨怀定很快从报纸上发现，各地的国债价格并不一样。
安徽的价格就比上海低多了。
精明的他火速乘火车赶往合肥去购买国债，次日再带回上海抛掉。
他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经营异地国债交易的人。
从此，他带着自己赚的钱和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乘火车往返于上海和各个有国债交易的城市之
间。
为了赶时间，有时候他24小时连轴转，最忙的一次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以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发
现四分之一的交易都来自于杨怀定。
　　“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挣10万块钱”，他后来回忆说。
但仅仅在1988年他就赚了50万。
挣了这么多钱，他感到很紧张。
他不敢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居然能允许人挣这么多钱。
同时，他也担心政策会有变化。
上海市政府也注意到了他。
据说有高层批示对其进行调查，看看为什么他一个人做得比国营的证券公司业务还大。
　　为了保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他想到了主动去税务局交税。
可税务局却告诉他，国库券和国库券交易的收入都是免税的。
　　1989年，杨怀定转战到股市。
正是在那里，他挣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也赢得了他“杨百万”的美誉。
　　此后，更多的人开始步杨怀定的后尘。
有些人利用偏远地区信息不灵的特点，专门到那些地方去收购国库券。
当时，在信息闭塞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手头的国库券值多少钱。
于是，他们非常乐意地把手头的国库券以甚至低于面值的价格卖给前来收购的人。
　　这些交易促使了财政部继续扩大国债交易的范围。
1991年，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扩大市场交易券种，从3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开放国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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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市场的城市。
至此，国库券市场已走向全面开放。
　　1991年，为推动国债发行推销方式从以行政手段发行为主逐步向市场推销方式过渡，财政部开始
在小范围内进行国库券承购包销试点，并全面开放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国债流通市场。
由此，金融机构组成的承销团取代了行政摊派式国债发行。
1991年4月20日，由58家国内金融机构自愿组成的国债承销团与财政部正式签订了合同，承购包销25亿
元国库券。
国债期货　　随着国债交易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上海股票交易所于1992年推出了针对券商自营的
国债期货交易，并于1993年10月对大众开放，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套期保值，并带来更大的收益。
然而仅仅不到一年半的时间，“327事件”就发生了。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交易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全国最大的券商倒台，并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
位风云人物送进了监狱。
　　“327事件”发生在1995年2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当时中国最大的券商——联手“辽国发”
操纵市场。
“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92（3），95年6月到期兑换。
1992年到1994年，中国面临高通胀压力，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国家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
贴补。
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胀指数每月公布。
因此，对通胀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
当时，虽然市场传言财政部将对“327”国债进行贴息，但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认为国家不太可能
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
于是，管金生出手联合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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