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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來十年的中國股市、房地產好事不斷！
」　　－－投資大師／巴菲特　　瞭解中國市場，完整競合、完全商機、共同富裕！
！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成長？
人民幣會不會取代美元？
　　中國還有多少底牌可以打，致勝的關鍵又在哪裡？
　　大國之間的經濟戰爭如火如荼，一刻未停！
　　掌握全盤訊息，及早為未來10年利基點做好準備！
　　更多人想知道的事⋯⋯　　面對國際熱錢的來勢洶洶，中國的經濟會不會走上泡沫一途？
　　沒有核心技術的加持，中國製造能否在全球競爭中站穩腳跟？
　　13億人口的能源危機，農糧與環境議題會成為中國最後浩劫？
　　30年的改革終於讓中國走上先進之列，當中的代價也慢慢地被突顯出來，無論在金融業、製造業
、農業，乃至於能源問題，在在逼迫著中國對自己的未來做出抉擇，如何以不變應萬變，能否成為角
力戰上的贏家，是門頗深的學問。
　　本書徹底打破既往對於中國經濟的歌功頌德，以客觀的角度，詳實分析整個中國和大國間的關係
，將檯面下經濟戰爭的真相和內幕一一披露，佐以國際間的利益衝突，強而有力的深度評論和建言，
引領讀者全盤瞭解中國經濟的走勢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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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明　　活躍於中美兩地的投資銀行家。
現為美國萬通投資銀行控股集團董事長、美國華裔教授學者協會終身會員，美國太平洋商會主席，曾
協助多個中國城市和美國建立姊妹城市。
擔任中國企業海外發展中心理事長期間，曾協助中國企業全球化、證券化和資本化，是全球資源優化
、整合的專家。
　　趙文鍇　　知名財經作家，與眾不同的經濟問題思考者。
專精於宏觀經濟研究工作，曾任北京世紀鴻蒙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首席諮詢顧問，以及多家研究院
所特約研究員、也於《證券日報》擔任財經記者、編輯等要職。
主編以及策劃《每天學點經濟學》、《每天學點投資學》、《金融風暴啟示錄》等多本暢銷書，部分
作品暢銷港、台、韓、日。
　　孫飛　　知名金融信託專家、經濟學家、投資銀行家，亦為經濟學博士、教授。
現任美國萬通投資銀行控股集團執行董事、美國格林證券董事、美國太平洋商會中國執行主席。
同時也擔綱中國國際資本公司執行董事、中國企業海外發展中心主任、國巨創業投資集團總裁。
被譽爲當今的「新銳經濟學家」和「中國金融信託業的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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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大國博弈，一刻都沒停止過的經濟戰爭第一章 透視經濟戰爭的內幕第二章 如何搶占全球化利
益的制高點？
第二篇　財富保衛戰，明爭暗鬥的金融勢力第三章　透視熱錢「迷局」，捍衛中國金融第四章　金融
風暴下的美國風險轉移第三篇　到底是誰主導著未來中國的經濟第五章　外資能否吞併中國，掀起併
購狂潮第六章　中國産業的未來在哪裡？
第四篇　中國經濟如何抵抗危機實現轉型？
第七章　中國經濟的弱點何在？
第八章　中國政府還有多少底牌可以打？
第五篇　世界糧食危機的背後，中國農業何去何從？
第九章　誰在操縱世界糧食危機第十章　外資「侵襲」中國農業第六篇 能源危機：中國如何應對21世
紀的能源挑戰第十一章　「第四次石油危機」是否會來臨第十二章　能源困境凸現，中國如何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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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如何搶占全球化利益的制高點　　在世界經濟大戰中，誰能搶占全球利益的制高點，誰就能
成為最後的贏家。
那麼，全球利益的制高點有哪些？
中國未來10年該如何佈局，來搶占全球化利益的制高點？
　　每個國家都想成為高科技的領導者，獲得高額的利潤，成為國際競爭的勝利者。
作為開發中國家的中國，要超越世界水準，就必須在研發上下足功夫，開創屬於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
。
　　中國眾多企業的弱勢不僅是資本實力和產業規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夫（Martin Wolf）說：「中國對外國專
業技術的依賴程度很高，與日和韓不同，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技術創新沒有多大進展，在創立世界級
企業方面也沒有多大建樹。
」核心技術的貧乏，使得中國成了「生產能力的巨人」和「技術能力的矮人。
」　　掌控核心技術是關鍵　　那麼，到底什麼是核心技術呢？
核心技術是指某業界或某領域同類產品在市場競爭中起最關鍵作用的一種或多種技術。
就如同微軟Window的Know-how、同仁堂的祕方、可口可樂的配方。
此點特別是在工業化社會，尤其是知識經濟興起後，創新技術在全球快速擴散。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想要研發自己的產品，就得花費大把的鈔票去跟其他
擁有專利的公司換取，就好比個人電腦中的CPU，是技術含量最多的部分，堪稱電腦的心臟，而擁有
該專利的公司Intel就會是贏家，只要賣出一台電腦就可以獲得高額的回饋。
　　與之相反，靠購買技術來完成產品製造者則受制於人，利潤空間非常有限，中國製造業一直面臨
「核心技術缺失」的問題，相較於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中國企業的核心技術的掌握情況差
得很遠。
透過占核心技術的缺失已成為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和面對國際市場競爭時，心中揮之不去
的傷痛。
中國要想在未來獲得更大的發展，就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只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強大的科技創新
能力，才能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對於中國來說，透過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最主要的兩個前提是：　　1.戰勝自我：隨著中
國產業和企業全球影響力的不斷增強，中國企業的技術來源已經到了由技術模仿為主轉向自主創新為
主的時候了。
但是，後發國家企業的技術追趕卻面臨巨大的挑戰。
　　這個挑戰，一方面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控制。
跨國公司左右著所在產業的技術方向，控制技術標準，贏得巨大的先發效應，並透過技術、品牌、投
資、關鍵裝備、關鍵零組件等，愈來愈強地控制著開發中國家的產業和企業。
　　另一方面，中國有許多企業自身缺乏創新精神。
一些地方因追求速度、擴大投資、追求外延、擴大規模的偏好，導致企業不願意下苦功去走消化、吸
收、再創新的道路。
在現有高階管理人員任用制度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的經營團隊迫切追求近期利益，幾乎誰也不願
意「我這一屆投入自主研發，下一屆或再下一屆贏得收穫」。
一些企業盲目多元化經營，主業已經模糊不清，技術創新也就無從談起。
　　這種盲目追求成長速度的社會氛圍，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社會力量，瀰漫著浮躁的、急於求成的
心態。
　　還有一些企業認為自己的技術實力與跨國公司根本無法匹敵，創新意志瓦解，甚至放棄技術創新
的努力。
　　因此，技術追趕不僅要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更難克服的是來自內部的技術自信的破滅和創新意
識、創新文化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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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技術創新，必須戰勝自我。
　　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因主要來自內生的追求和激情。
只有那些忠誠於本業，並把技術創新作為企業家的執著追求和立足市場的長期戰略的企業，技術創新
才可能持續。
撈一把算一把的企業，根本就不會步入創新的軌道。
　　2.正確對待技術引進：改革開放後，中國很多產業透過引進、消化、吸收，技術和生產水準都上
了一個大台階。
但是，當人們重新審視「以市場換技術」的歷程時，卻發現本國許多企業儘管讓出市場，甚至讓渡部
分的所有權，卻沒有換來更強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也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術，甚者有些企業技
術能力還出現衰退的現象。
　　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技術的項目數和總支出可能比日本與韓國還要多，但用於消化和吸收
的費用只相當於引進費用的7％，僅是日本的1％。
這一點費用只能解釋圖紙，對引進技術的效果作必要的驗證，很難消化，更不可能再創新。
　　二、中國的熱錢到底藏在哪裡　　在中國，狙擊熱錢已經成為不可不為的課題。
然而，一方面中國的熱錢還不能確定具體數額，另一方面，在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個公認的熱錢青睞領
域，也很難找到熱錢大舉入侵的跡象。
一個最可能的情況就是熱錢正在中國悄然潛伏，其主要藏身之處就是中國的商業銀行。
對於熱錢來說，依附在帳戶上既能坐地生銀，也能靜待著出擊的機會。
　　「熱錢」，這個在國際金融中翻雲覆雨的幽靈，正充斥世界各地，四處尋找機會，以求用最短的
時間進行套利和投機。
熱錢曾導演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又讓越南出現了惡性通貨
膨脹、貨幣大幅貶值等嚴重問題。
現在，熱錢更是青睞開發中國家，在中國已然成為人們高度關注的焦點問題。
　　2008年6月，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民眾的熱烈討論。
報告說，中國的熱錢數量非常驚人，已經高達1.75兆美元。
截至2008年5月末，中國外匯存底餘額為17,969億美元，若剔除熱錢，實際外匯存底不到500億美元。
不過此後不久，外匯管理局卻表達了另外一種觀點，即由於到目前為止，熱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
，因此中國熱錢的數量並不能確定。
這兩種觀點使得中國的熱錢問題顯得撲朔迷離。
　　那麼，熱錢的數額為什麼不好確定呢？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熱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一些長期資本有時也會轉化為短期資本，進而
變成熱錢。
然而，無論有多少熱錢，不會改變的本性就是投機，而投機的關鍵就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環境
和經濟環境能夠給熱錢提供套利機會。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越南金融危機，都是所在國家和地區給予熱錢可乘之機，從而經歷
了巨大的經濟災難。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現行的實際上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及美元持續貶值的外部金融環境，使得中國成
為熱錢追逐的目標。
2008年6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了100個基點，這個舉動就充分
表明政府已經對大量湧入境內的熱錢產生強烈憂慮。
但是，如果進一步探討中國的熱錢的話，又有一個問題讓人迷惑，那就是－－既然中國有這麼多熱錢
，它們都藏在哪裡？
　　按照傳統理論，熱錢的追逐目標主要集中於房地產和股市。
在引發金融危機前，熱錢往往會先形成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
然而，中國這兩個公認的熱錢活動領域，從2007年下半年起，卻持續出現萎縮和蕭條的景象，現有數
據似乎很難證明熱錢正在大舉入侵。
上證綜指已從2007年最高點跌幅過半，與此同時，房地產買賣同樣呈現出量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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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說，對於今天的中國股民而言，恐怕是希望熱錢大規模地入市。
　　為什麼？
國際金融炒家進來了，炒高股價，就可以順勢解救大多數在3,000點以下重創套牢的人。
然而，縮得不能再小的成交量無法支持「上萬億熱錢衝擊滬深股市」的猜想，股民們對此只能失望。
分析在中國活動的熱錢，情況是如此地大相逕庭，熱錢好像並沒有進入中國的股市和房市這兩個主要
資產市場。
那麼，假如熱錢問題真的如此迫近中國，它們究竟藏在哪裡呢？
　　在解答這個問題時，有一點需要指出，即當今的世界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那些我們今天積極防範的風險往往不是明天會遇到的，而那些人們今天不注意的問題，有時恰恰會成
為下一次金融動盪的爆發點。
在搜查熱錢時，注意力不要侷限於傳統的房地產和股市。
就現在的形勢看，一個最可能的情況就是，熱錢正在悄然潛伏，只要時機一到，就會襲擊中國。
　　熱錢在中國的主要藏身之處，就是中國的商業銀行。
現在，它們正悄悄地在銀行帳戶上掛著。
但如果就此認為「原來熱錢正在等待機會」的話，那就將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實際上，熱錢已經看到，即便這樣停留在帳戶上，也能坐地生銀。
　　這是因為，現在人民幣的存款利息高於美元，而且還處於升值之中。
這兩個條件一結合，人民幣的儲蓄回報率對熱錢便產生了相當的吸引力。
從理論上來講，國外投機資本在中國的收益率可以這樣計算：人民幣利率加上美元對人民幣貶值的幅
度，它包括利息收益和人民幣升值後貨幣的匯兌收益。
投機資本在國外的收益率則按照美國的利率計算。
　　現在的情況是，人民幣利率加上美元對人民幣貶值的幅度之和大於美元的利率，因此，投機資本
在中國進行投資，與在其他國家投資相比，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
這就是說，投機資本在中國既可以獲得套匯的利潤，又可以獲得套利的利潤，所以熱錢才會源源不斷
地湧入中國。
有人曾經算過這樣一筆帳，2008年初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再加上中美利差，使得熱錢在中國境內即
使不做實質性投資，只是存入中國銀行，1年得到的無風險收益都能達到12～14％左右。
中國的股市和房市都不好不要緊，投機者只要把錢放在中國的銀行裡，讓熱錢停留在銀行的帳上就可
以獲利了。
熱錢藏在銀行裡，即使沒有在房市和股市上興風作浪，其危害同樣也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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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書從經濟、金融與資源（能源與糧食）三個角度，深入分析中國大陸未來發展趨勢與可能出
現的問題，值得一讀。
」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祖嘉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迄今已逾三十載。
近十年中國經貿競爭力已讓世人刮目相看。
接下來的十年呢？
作者從海外華人的角度，針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課題，提供剖析觀點供各界參考。
」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所長／楊家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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