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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精装签名珍藏版)》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
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
”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和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预测未来三十年，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版图中一
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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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著作的销量已经超过1400万册。
据《金融时报》证实，他最负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之后，约翰·奈斯比特先后进入犹他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此后
曾供职于IBM与柯达公司。
1963年他进军华盛顿，担任肯尼迪总统的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
约翰·奈斯比特还拥有人文科学、科技等领域的15个荣誉博士学位。
自从《大趋势》与之后的10本著作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他每年都会周游世界数次，几乎
在世界所有大公司发表过演讲。
2006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在天津财经大学成立，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中国天津已经成为他与妻子
的常住地。

　　多丽丝·奈斯比特，曾担任位于维也纳的西诺姆出版社(
SIGNUMVERIAG)的负责人，也曾是约翰·奈斯比特的德语出版商。
2000年共结连理之后，她密切介入了约翰·奈斯比特的演讲、书稿的编辑和翻译工作。
自2006年开始，多丽丝·奈斯比特与约翰·奈斯比特一起指导位于中国天津的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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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戴市长还把他在25年前买的《大趋势》一书带来让约翰签名。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就
已经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了教条主义，利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西方知识逐步实现了自
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此外，一些辅助性试验改革也在进行中。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监会就批准了第一个中国私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
但是它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在中国民生银行CEO经叔平看来，国有银行的领导根本不了解客户的心态。
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普通客户，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
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截至2007年，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中国人更是高达1.5 亿。
这么庞大的资金应该得到妥善对待。
　　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加快银行体系的开放。
《财经》——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指出，国家垄断银行业是没有出路的。
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停止，银行体系的放开也将继续。
截至2008年，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有3家都来自中国。
中国工商银行CEO姜建清认为，工商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在于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他认为电子
银行将成为推动工商银衍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
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买下了非洲最大银行集团、南非的标准银行（StandardBank）20%的股份。
这是当时中国数额最大的海外投资。
不过，中国的许多投资者都对投资非洲非常感兴趣，当然非洲肯定也会从中获益。
　　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就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
许多非洲领导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国的贫穷状态根本不亚于马拉维。
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巧妙的疗伤法　　中国的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资产被闲置，只是被埋在账簿里，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关心。
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改变了这一切。
没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只能作为不良资产立即处理掉，当然也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元气。
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但是中国领导层创新出了一个巧妙的
解决方法：“邀请”全球玩家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也就是说，政府把大量债务像处理旧货一样转移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让西方银行介入。
这些不良资产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市场转化成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就起源于类似的不良资产。
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领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资产。
中国企业在跨越这一障碍时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一个外国投资财团获批收购了贼面价值为12亿美元、负债1亿
美元的不良资产。
作为补偿，该财团可以购买中国公司的股份。
2003年，德意志银行也收购了价值大约3亿欧元的此类不良资产。
　　解放思想和创新进程的推进不断促进私有领域的发展，使一些国企被改造为成功的私营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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