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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很快，30年前的我们哪能想到一根网线就能将全世界如此近距离地连接在一起
。
虽然被限制在一个局域网里的我们只能算得上是井底之蛙，但也能有幸目睹社会的变迁。
我们总是热衷于变化，可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更多充斥着的是一成不变，需要我们拿着放大镜而非
有色眼镜去观摩。
不是我们尖酸刻薄，不是我们总是怀疑我们的鸡蛋里长了骨头，而是每一个鸡蛋本来就可能有瑕疵。
吹毛求疵仅仅源于我们本性中还对美好有着难以磨灭的向往和追寻。
　　蓦然回首，记忆中那些渴望的改变竟在冷冰冰的现实中凝固，也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
的瓶颈，每一个瓶颈之下又折射出中国特有的经济怪象。
如何剖析这些经济怪象，并开出药方就变得尤为迫切。
匆匆而就的拙作，就算是刻舟求剑的标记抑或能留下历史的印迹，望能与君共品，鞭策国之进步，期
盼众人发自内心地同唱一曲忠诚赞歌的那一刻早日到来。
　　社会需要我们去适应，但我们绝不可以沉默去迎合。
当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宣扬自己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时，最初收获的是嘲笑，谁又能料到其最终成
就的是怎样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呢？
当马丁·路德·金畅谈梦想宣言时，谁又能想象若干年后黑人真的能当上美国总统？
这些想都不敢想的权益，何尝不是靠争取而来？
而我们，总是习惯于嘲笑，习惯于隔岸观火的冷漠，习惯于趁别人受伤时拿着粗糠馒头蘸点别人的鲜
血咽下，我们怎么就不习惯于争取呢？
即使争取不到自己名下，不也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民族争取到了离天堂更近一步的机会吗？
固守愚昧式的一成不变只会让我们如鸵鸟般错失求生的良机。
以尽可能浅显易懂的笔调，将自己的阅历和感悟传播给更多的人去思考，则正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本书以自身经历以及社会热点事件为切入点，辅以经济的视角解读社会现象，每一章独立阐述一
个话题，但各章之间又贯穿相连成整体，力求做到形散神聚地关注社会的发展。
如何突破发展的瓶颈迎接崭新的重生，需要社会中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作出理性的思索和选择
。
　　徐宗强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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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怪象》以作者自身经历以及社会热点事件为切入点，辅以经济的视角解读社会现象，冷静
分析中国人当下的生存困境。
书中每一章独立阐述一个话题，但各章之间又贯穿相连成整体，力求做到形散神聚地关注社会的发展
。
《经济怪象》以尽可能浅显易懂的笔调，将作者的阅历和感悟传播给更多的人，而如何突破发展的瓶
颈迎接崭新的重生，需要社会中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作出理性的思索和选择。
《经济怪象》实为对中国社会进行冷静分析的犀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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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宗强，1982年生人，籍贯湖北襄阳，现居上海，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5年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大型国企和外企，曾因工作原因多次前往欧洲短期工作生活，现为工程
师职称。

　　大学所修专业虽为工科性质，但喜好文字，关注经济动向，尤善于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独立思考
，常年活跃于天涯社区经济论坛等多个版块，立志于以文字带动人们理性思考，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
个人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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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里的百姓是福利分房。
只不过，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福利房的数量和档次远低于人民生活需求。
据统计，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平方米，一家三代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小阁楼里的悲惨生
活并非影视作品的杜撰。
由于单位的福利分房毕竟有限，等不及的年轻人借房结婚也不足为奇，只是那时候的人际关系不像现
在般复杂，单位有房的同事也乐于帮忙。
这种国家包办式的福利分房制度受限于经济水平和国家实力，社会住房的增长速度极其缓慢，1950年
起的25年间，全国住房竣工总面积仅为4.4 亿平方米，政府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渴求，国家也意识到了这种超出政府能力的苦差事到了必须要改革
的地步。
1988年的第一次房改会议从保障和市场的双轨勾勒出了城镇居民住房改革的新轮廓，而十年后的1998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这个重要文件直接决定
了住房市场化的解决途径，政府等于甩掉了一个巨大包袱。
　　其实，在1988年第一次房改会议的当年，还有另一件在我国房地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情发生
。
也就在这一年，我国最具旅游特色的一个小岛——海南岛正式脱离广东管辖而获独立建省的资格。
改革开放十年的过程，不少人抓住商机而暴富，任何商机都没人肯轻易放过。
显然，海南岛的建省是一件值得炒作的大事，尤其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让人流连忘返的气候条件更
是吸引人。
海南的建省成功是个政治任务，而中国人最信奉的便是开门红，人们于是联想政治要有经济护驾，国
家一定会大手笔投资海南。
错过了深圳特权的第一桶金，绝不能再错失海南的这桶金，要发财到海南成了当时人们潜意识里的真
理。
结合当年的房改会议，一个与地产有关的泡沫开始酝酿。
　　海南建省之初，房价不过千元出头，城市人口更是只有区区100来万，按常理说，人口数量决定住
房需求，然而炒家们根本无视这些常识性因素，义无反顾地前来淘金。
在发财的召唤之下，一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个城市人口仅百万的新生之省。
在这里，供需的经济原则是失效的，房地产在炒家们的热情炒作下开始迅速升温。
银行自然会嗅到这个小岛上的资金涌动，既充当高倍杠杆的输血机，又禁不住诱惑客串起了玩家。
各种民间资本更是不甘寂寞，甚至包括搞实业的国有企业也开始不务正业地前来煽风点火。
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房地产的投机开始井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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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怪象：全面揭示中国人当下生存困境》我们为何选择自杀式盈利模式？
内陆何以总是沿海的打工仔？
我们的工资谁做主？
户籍何以能撼动尊严？
医疗卫生改革出路何在？
计划生育还能计划多久？
共同富裕到底有多远？
直击中国经济怪象！
　　年度社会分析犀利之作！
全面揭示中国人当下困境。
　　“感受他国优点之时，沉思我们的不足，隐约觉得我们的社会已经陷入越勤劳越贫穷的经济怪圈
。
”“我们总是在呼吁，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身上就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我们呼吁得越迫切，它们表现得越让我们失望。
”　　“个人所得税只应作为税种的一种补充，调节收入差距岂能依靠这个？
现在的个税倒是有将工薪阶层一网打尽的可怕趋势，并且也没考虑到地区收入差异。
”　　“政府的干预永远晚于危机的爆发，针对温州的崩溃式金融危机，地方政府也做出了积极反应
，声称要在方方面面给予企业扶持和帮助，可是对于造成今日之局面又有谁去自责并反思了呢？
”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房地产的炒作成为强国，倒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脱炒作后
的无尽惩罚，我们的邻邦日本就是最鲜活的例子，它那失去的20年正是房地产惹的祸。
”　　“让先富带动后富的策略貌似合情合理，但国人越发的冷漠与自私却与初衷渐行渐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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