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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作者為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與朗潤講座教授，曾任臺灣大學終身職特
聘教授及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被拿破崙描述成「沉睡中雄獅」的中國，到二十世紀末終於醒
了。
在過去三十年中，只不過經歷了一代人，中國大陸就創造了「中國奇蹟」，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度，
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經濟強權。
　　中國的重新崛起，必將深刻改變和撼動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政經版圖，值得臺灣所有國民一起來關
心考察，並且進一步解讀和追蹤關鍵信息。
　　回到一九七八年的場景，當時臺灣在蔣經國先生主政下正在推動十大建設，起飛後的經濟呈現一
片欣欣向榮景象。
相對而言，隔海的廣東省則是愁雲慘霧，文革浩劫剛過，不但民生凋敝，而且數以萬計的民眾正集結
在深圳附近，覓機偷渡香港。
　　剛被鄧小平委以重任，要他「殺出一條血路」的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現任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之父）來到廣東，認清「經濟差距」是民眾外逃的主因，當時廣東省個人平均所得大約只有一
河之隔的香港的百分之一。
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主政者體認到只有發展經濟才是唯一出路。
習仲勳向中央要錢沒錢，只好要政策，要求設立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和市場經濟，從此
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這樣改革開放的浪潮，先由南而北，從深圳到上海，也從經濟特區和城鎮鄉村一起出發，三十年
來終於匯集成浩瀚潮流，成就了今日的中國經濟實力。
到二００八年，深圳的個人平均所得已經達到一萬三千多美元，與臺灣相差不多，也幾乎達到香港人
均所得的一半左右。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大陸的總產值從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多億人民幣，快速成長到二０
０八年的三十兆人民幣，也讓二億多中國人民脫離貧困線。
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
當然，它的全國個人平均所得只有三千三百美元，與已開發國家還有一大段距離，內部還有貧富差距
和環境汙染等問題，但是回顧這三十年走過的艱難挑戰，中國大陸在很多層面上確實已經創造出一個
「中國奇蹟」。
　　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採行的發展策略，不同於前蘇聯與東歐的「休克療法」，也不同於主流經濟學
家提出的「華盛頓共識」。
中國大陸每階段的經濟發展，經常是在各方非議聲中向前挺進，這也造成各界對中國大陸經濟總是「
霧裡看花」，除了看不清楚外又充滿好奇，這也代表另一個意義層面的「中國奇蹟」，引用既有經濟
理論還不能完整解釋中國大陸所以能成功的原因。
　　其實，經濟學家所以孜孜不倦，研究各地區經濟發展，除了想明瞭過去以瞻望未來外，還有更深
一層人道主義的關懷。
像臺灣從一九六０到一九八０年代的快速發展，創下了「臺灣奇蹟」，是今天臺灣民生安樂的基礎，
而中國大陸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民眾也開始期盼「小康社會」的早日到來。
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盧卡斯（Robert Lucas）教授研究經濟發展規律，認為「包含其中對人類福
祉影響之深遠十分令人吃驚：任何人一旦開始關心（經濟發展）這個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任何別
的問題。
」　　林毅夫教授撰寫的《解讀中國經濟》，可以幫助我們解答對中國奇蹟的疑惑，帶我們一起來思
考中國大陸經濟面臨的挑戰與未來。
除了在智性上，追尋中國大陸經濟運行的因果關係；也在人道關懷上，更深入理解歷史發展軌跡對廣
大民眾福祉的衝擊。
　　面對風雲變幻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的一舉一動都深刻牽動臺灣未來的政經走向與民眾福祉。
如何增進對中國大陸的瞭解，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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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掌握中國大陸迅速發展的道理，或許也能幫助身陷金融海嘯
挑戰中的臺灣早日脫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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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世界都在問，中國經濟能紅多久？
　　世銀副行長林毅夫肯定，中國盛世將延續20、30年，甚至更長！
　　布局大業，你需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第一手觀點　　中國改革開放後，已經實現了近30年平
均9.7%的高速成長，未來，中國經濟還能紅多久，是全世界都關切的議題。
　　現在有兩派最具代表性的預測：一是，預測中國經濟在2015年到2030年內，會趕上美國，成為全
球新龍頭；另一派，則預測中國經濟隨時會崩解。
中國首席經濟林毅夫相信，中國經濟肯定還可以紅上二、三十年，甚至更久。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持續火紅的關鍵在於：藉由經濟與社會的改革，讓中國快速彌補先前落後
的技術演化速度，從一個落後國家轉變成工業先進國家，重新站上國際舞台的中心，扮演全球經濟火
車頭。
　　中國經濟的改革問題與建設計畫　　都將進一步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機會　　中國經改的問
題　　農村改革：糧食不足、食品安全堪慮、農民收入不豐、農村勞動力過剩　　城市改革：資源分
配不均、工業部門結構失衡、人員士氣低落　　金融改革：直接與間接融資結構不合理、壞帳與股市
泡沫及投機問題叢生　　國有企業改革：經營效益／效率不彰、政策性負擔與補貼存在矛盾　　中國
經改的建設　　振興經濟方案：中國政府投入4兆人民幣救市，力保維持高經濟成長率　　新農村建
設：預計2020年完成全面改善農村基礎建設，每年平均投入2,700億人民幣　　自主創新與結構調整：
國有企業持續私有化改革進程、推動地區中小銀行發展　　出口導向轉型內需消費：促進鐵路、城市
交通、電力、環境保護、社會安全等基礎建設；補貼消費，刺激景氣，創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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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毅夫　　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86年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1994年
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一職。
　　林毅夫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曾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是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十一五」規劃專
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工作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
資訊化領導小組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貢
獻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有特殊貢獻專家津
貼，2005年當選全國勞動模範。
 此外，他還擔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名人顧問」；2008年2月4日，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並於同年5月31日就任，成為第一位來自中國、也是第一位來自發展
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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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當前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可謂近代以來最好的一個時代。
經過鴉片戰爭之後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正在逐漸提高，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本章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將以這一時代背景作為起點。
 第二章 解開近代中國衰落之謎中國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落後於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業革命
，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紀和19世紀以後，每當遇到技術發明瓶頸的時候，可以通過對基礎
科學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克服這種瓶頸，使技術發明可能曲線不斷右移，開發出新的技術發明空間。
因此要尋找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的原因，關鍵不在於了解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這一
問題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科學革命。
 第三章 近代的屈辱和社會主義革命 面對千年巨變，中國的知識分子油然生出一種讓中華民族重新強
盛起來的使命感。
但在另一方面，面對著戰爭的屈辱和國勢的日下，這些知識分子又有極大的挫折感，可以說，中國近
代的政治和社會史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挫折感這兩種心態相互交融所推動的過程。
 第四章 趕超戰略和傳統經濟體制 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起點很低，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個落
後的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實現強國、自立的目標，中國的領導人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
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
 第五章 「東亞奇蹟」與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 真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趕上發達國家的只有日本和
「亞洲四小龍」這幾個東亞經濟體，被稱為「東亞奇蹟」。
這些東亞經濟體的成功經驗，是否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替代路徑？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東亞經濟成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第六章 農村改革及相關問題 在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農業的發展績效確實大大提高了，
但對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業增長的貢獻問題，卻在80年代引發了很大的爭論。
 第七章 城市改革及遺留問題 城市改革就是從企業微觀治理開始，然後推向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機制
，從單軌的價格和配置機制轉變成雙軌、最終趨向市場單軌的這樣一個進程。
 第八章 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回頭路，只能向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前進，國有企業改革
與其他領域的改革息息相關，只有解決了國有企業的問題，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才能最終實現。
 第九章 金融改革 當前的金融部門存在著很多問題，除了銀行的呆壞帳和股票市場的泡沫與投機等一
系列問題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金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第十章 中國的增長是否真實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目前我國最大的存量需求是在農村，因此現階段
改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既是改善農村生活生產環境、縮小城鄉差距的必要措施，也是刺激農村需
求增長、消除產能過剩和農村勞動力流動障礙、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可謂意義重大。
第十一章 完善市場體系，促進公平與效率統一，實現和諧發展 收入分配不均問題的解決直接關系到
中國宏觀經濟的治理，也關系到社會和諧的建立，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確實應該讓窮人的收入增
長得比富人快一點，這是當務之急，但不應該是通過二次分配&quot;劫富濟貧&quot;的方式。
 第十二章 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與總結 經濟理論的作用就像一張地圖，地圖不是真實世界本身，而是
幫助我們了解周遭的環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後、往右或往左會遇到什麼樣的新景象，地圖一定
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簡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標忽略了或畫錯了，經常會造成人們行動的失誤。
 附錄一 經濟變遷與制度成長 附錄二 前現代社會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長期保持 不變和人口眾多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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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時報出版社出版的這本《解讀中國經濟》，是根據我過去十多年在北京大學所上《中國經濟專題
》課程的講課內容，整理而成的一本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專著。
此書以史為經，縱談工業革命以來中國經濟和國際地位的沉浮；以論為緯，從技術創新和?業升級的角
度，剖析政府的作用，以及中國如何發揮比較優勢和利用後發優勢以追趕發達國家。
二○○八年七月此書的簡體字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成書出版後，甚受大陸各界歡迎，不到三個
月已兩次印刷，半年間銷售萬冊，讀者的評論相當正面。
　　本書出版後，恰逢世界經濟風雲變化，動蕩不安。
由美國房地產不良債務（次級房貸）引發的金融海嘯波及全球，學界普遍論定，這是自一九三○年代
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
在這場危機中，已開發國家進入全面衰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紛紛下滑，世界貿易萎縮，各國公
司破產、失業率急劇上升，上述困境可能每況愈下。
各國政府現正想方設法解救金融業，動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挽救頹局。
然而，全球經濟如何擺脫困境尚無共識，世界經濟不無可能重蹈日本一九九○年代「失落的十年」窘
境，現有的國際經濟格局，或將因此而重新構架。
　　在這樣的國際大環境下，一向生機勃勃的大陸經濟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然而，和世界各國相比，大陸有近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近幾年財政又年年有盈餘，給大陸政府採取
反周期措施，以擺脫困境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日前公布的高達四兆元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畫如果運用得當，目前的危機很可能給大陸未來的發展帶
來一個新的機遇。
　　當前大陸經濟面對的挑戰，類似於亞洲金融危機時，在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之下，一九九八年至
二○○二年間，大陸經濟出現產能過剩、通貨緊縮、成長速度下滑。
那時，大陸政府適時動用積極財政政策，大幅增加交通、通訊、港口等處於瓶頸狀況的基礎建設的投
資。
以高速公路為例，一九九七年時僅有四千七百公里，到二○○二年已達二?五萬公里，到二○○八年進
一步增加到六?○三萬公里，跨省市公路交通的擁擠狀況得到顯著改善。
結果危機後經濟成長的潛力提升，年均國內生?毛額的成長率，從一九七九到二○○二年間的九?六％
，增加到二○○三至二○○八年間的一一％。
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挑戰自然遠超過一九九○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然而大陸經濟的綜合實力和一
九九○年代相比，也同樣是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這四兆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畫，能再度針對成長的瓶頸，用於鐵路、城市交通、電力、 農村基礎
建設、環境保護、社會安全等薄弱環節，並借勢推動漸進式改革遺留下來的各項制度扭曲和弊端，那
麼，這四兆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畫不僅可以創造就業，使大陸經濟維持較高成長，而且，幾年後當世
界經濟走出危機時，大陸經濟也將脫胎換骨，在新的世界經濟格局中與美歐成鼎立之勢，實現中華民
族復興的百年之夢。
　　目前臺灣和大陸同受世界經濟危機的考驗，臺灣經濟由於對外貿易依存度高所受創傷更重，亟需
設法擺脫困境。
所幸，臺灣經濟的基本面健康，生命力旺盛，臺灣人吃苦耐勞，善於開拓，敢於拚搏。
相信只要政府應對得當，臺灣經濟也必將能夠挺過難關，再現輝煌。
　　兩岸經濟唇齒相依，緊密關聯。
臺灣經濟蓬勃發展有利於大陸經濟的提升，大陸經濟騰飛，給臺灣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最大的機遇。
關心臺灣，不能不關心大陸。
希望這本書的出版，有助於臺灣各界朋友深入瞭解大陸經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最後，離開家鄉至今整整三十年，這些年來讀書、研究探索的僅有一個主題──如何富國富民。
三十年來的研究心得可以簡單歸納如下：凡是政府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因勢利導，務實地制定政策
，經濟發展的績效就好；反之，不顧問題的實質，按照意識形態、主觀意願來制定政策，不管理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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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口號多響，經濟發展的績效總會事與願違。
藉著這本書出版之際，也謹以此一點心得和鄉親共用，希望臺灣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好！
　　林毅夫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於美國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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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國會是世界第一個復甦的地方！
 」　　－－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　　「中國經濟谷底已過，重倉中國已成為市場共
識、布局趨勢。
」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龔方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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