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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

内容概要

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业已来临，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10年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但同时研究中国难点
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成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又巫需探讨的问题。

中国，正在朝着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者统一 的社会与人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国
家迈进。尤 其是2001年，申奥成功、APEC上海会议的成功举行、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激
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世界经济一片衰退声中，中国经济保持了7%以上 的增长速度，被国外
舆论誉为"一枝独秀"¨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的，我们有优势，
我们的优势是政治稳定，有大量优秀的廉价劳动力，有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市场。但是，不可否认，中
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落后，生态环境还很脆弱，产品的科技含量还很低。我们要出口800万双鞋才能换回
一架新型波音737!现在的中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所面
临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我们常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就中国的实际而言，这些挑战是比较严酷的。
比如，如何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情
下，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何提高全国民众的整体素质，将沉重的人口负担尽快转化为巨大的劳动力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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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代序)第一章  腐败，仅仅是个吏治或体制问题吗?第二章  持久的战争——打击黑社会性质犯
罪任重而道远第三章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反和平演变第四章  台湾，将像一艘航空母舰，永远漂
浮下去吗?第五章  守住中国南部的大聚宝盆——南中国海的保护和开发第六章  待采摘的雪莲——西部
大开发第七章  孔雀缘何欧美飞——共和国的人才安全问题第八章  看住共和国的钱袋——金融安全问
题第九章  游戏规则必须遵循——由股市黑幕探析中国股市发展第十章  互联网路在何方——网络经济
是泡沫经济吗？第十一章  高科技产业化瓶颈亟待突破——风险投资在中国第十二章  应对机遇和挑战
——知识经济与未来发展第十三章  磨合期如何度过——站在入世起跑线上，过渡期的中国经济第十
四章  入场须知——入世敲响知识产权保护警钟第十五章  悲剧是否会发生——WTO与农业问题第十六
章  消费者的福音——WTO与大众生活第十七章  李鬼战胜李逵——造假对中国经济的危害第十八章  
不堪重负的巨人肥胖症——共和国的人口问题第十九章  富饶的贫穷——共和国的资源问题第二十章  
如何守望家园——共和国的环境问题第二十一章  何时才能诗意地栖居——住房改革之难第二十二章  
艰难之略——下岗与再就业，第二十三章  遥远的梦想——共同富裕何时成为现实?第二十四章  不安定
的基因——民族分离主义的幽灵第二十五章  难以清除的精神病毒——邪教第二十六章  道德重建——
如何消除信用危机第二十七章  焦裕禄，是否只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干群关系问题透视第二十八章  
温柔的一刀——文化霸权与文化侵略第二十九章  青苹果的滋味——中国文化产业面面观后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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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

章节摘录

书摘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网络企业所面临的技术基础和市场环境很不相同。由于中国企业和服务
业的信息化整体水平比较低，网络经济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支撑电子商务运作的网络环境中存在着
大量空洞。因此，中国网络企业要扩大运作规模需要支付更多的社会成本。如果说国外企业借助已经
比较成熟的金融支付和配送系统这两个拐杖可以快速搭建电子商务的平台并拓展市场的话，中国的网
络企业则没有这么运气。问题的关键是，在电子商务的运行中，网站的建设恰恰是相对容易的环节，
而货币支付系统、货物配送系统和信息检索与服务系统才是支撑其生存的根本所在。所以，当我们在
评估网络经济发展前景时，不能只看到作为网络企业门面的网站是否门庭若市，关键是要看到支撑其
生存与发展的技术和社会环境是否成熟。    网络经济何去何从?       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Nasdaq)
国际总裁约翰·沃尔在北京参加完“中美投资合作论坛”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承认纳斯达克股指存在
泡沫。而纳指大幅下跌，则是投资者开始采取理智、现实态度的表现。与沃尔相类似，认为泡沫存在
但又对此抱乐观态度的业界人士反复强调，网络经济泡沫是可以被矫正的泡沫，而当前的泡沫缩水无
疑将有利于网络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网络经济泡沫是存在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找出产生泡沫
的根源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一样都有经济周期，借鉴传统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看，企业倒闭无非是资
源重新组合，也是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一次的量变
是下一个质变的积累，不管纳斯达克指数怎么改变，或者国内互联网站倒闭几个，对于网络经济的发
展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企业倒闭在传统经济中已经遍地都是，在网络经济中也不可避免。传统经济
是经济，网络经济也是经济。今天，在传统经济中发生的事情正在网络经济中发生。任何偏颇的论调
都不过是浮躁的中国网络经济自身在炒作，边缘经济、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产业也在借势炒作，他
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推动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是炒作自身。    无论是身处网中央，还是网外人，都应该
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起伏与动荡，用对待传统经济的心态解析新经济的新问题。或者说，在新兴的网
络经济成长过程中，在新的商业模式发展过程中，哪个网络公司先“死”还是后“死”，哪个或者哪
些网络公司“死”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网络经济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这种商业模式到底有没
有价值。    我们知道，网络业务的优势在于增加新用户的成本非常低，但现在有相当多的互联网站，
并不靠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内容获取更多的用户，而靠大量的广告投入甚至直接买用户。这使成本与用
户量成比例地增长，也就丧失了网络经济高增长率的基本因素。不少投资人并不能分辨这两种网站经
营模式的区别，投资给后一种公司，这样，泡沫就产生了。当大量的公司靠纯粹的“市场营销”获得
了大量的用户后，那些真正做服务的公司也不可能免俗，这和价格战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在投资
充足的环境下，这种战争会持续下去，最终，人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在亏损或只有微
小的盈利。泡沫使网络公司容易获得投资，同样的，膨胀的泡沫也使大多数网络公司不得不跟进投入
大量的广告和营销费用。由此看来，高涨的泡沫对网络公司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    二、网络经济
泡沫的破灭有利于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    网络经济之所以有着传统经济无法比拟的高增长，从微观来
看，是因为网络经济型的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其每一个用户所获得的价值乘以其用户的数量。
而其与用户数量相关的成本非常小。因此，一个优秀的网络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可以迅速地增长
，相应地，企业的价值也会迅速增长。针对有关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泡沫过多的指责，他们认为，在纳
斯达克上市的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创意、智能和管理模式在成长，比如微软、英特尔。
存在指责，是因为习惯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的人们从未体验过这样高速的发展进程。而这一过程都是在
一个制定了严格标准、透明度很高、大多数投资者具有丰富金融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市场里，因而投资
者大可放心，即使有泡沫存在，健康的股市也是可以自我矫正的。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就可
以发现，网络泡沫使一代人迅速接受了网络生活方式，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人们在享受各种各样免费
服务的同时，再也离不开网络了。其实人们一直在为网络服务付费，只不过不是通过付服务费，而是
通过投资。举例而言，YAHOO在2000年3月的访问用户数超过3900万，假设平均为每个用户节省了1个
小时的工作时间，按照美国人每人海小时10美元计算(估计连刷盘子的都算上差不多)，YAHOO．在线
服务一个月创造的价值超过3．9亿美元。即使他们只能按30％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他们月收入也将超
过1．1亿美元。如果免费提供类似服务的网站都倒闭了，用户就会付费去获得服务。这也许是泡沫破
裂的另—变化。这意味着，当网络泡沫破裂，一部分公司倒闭以后，网络服务的巨大市场并不会消失
，人们如果想继续得到那些有价值的服务，要么继续投资支持自己喜欢的网站，要么支付服务费。因
此，在泡沫破裂后，商机仍然是巨大的——而当前的泡沫破裂正是去伪存真，沙里澄金的好时机。作

Page 4



《直面中国》

为成功的投资人，就应该把钱投入到真正提供优质服务的网站中去。这是因为，泡沫的破裂，会引导
他们更仔细地检查用户量和各项成本的关系。相应地，网络公司的经营成本也会跟着大幅下降，利润
也会显现出来。    按照这种思路，在随后的日子里，还有更多的网络公司会失败，网络震荡波继续蔓
延，越来越多的人将重新认识到，风险是某种会产生结果的东西。从亚马逊网站首席执行官杰夫·贝
索斯到最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都认为，一批公司的失败既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也缓解了竞争压
力，提高了其他网站的存活几率。业内人士说，网络泡沫已经破裂，但不要担心：失败未必是坏事—
—网络淘金热并未结束，只是需要用理智、在正确的地方开采。    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可以说是一场
无声的革命，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包括教育、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都将
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
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的经济形态。而信息技术革命和商业全球化是知识经济
的主要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正在来临    一、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    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和空前
的规模向前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引入注目的现象之一。7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新技术获得
突破性进展，战后开始的科技革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即高科技阶段。进入8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为基
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迅速兴起。它打破了人们原先应用知识所受到的空
间、时间限制，使知识的创造、储存、学习、使用方式发生革命；它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
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大大加快；它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经济的增长转
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但至少可以说，许
多迹象表明，知识经济时代的端倪已经显露。    1996年以来，一些权威机构和人士正式提出知识经济
这一概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研究报告——《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对“
知识经济”的内涵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与阐述。所谓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指建立在知识
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该报告指出，OECD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建筑在知识和信息
的基础上。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积累的全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科
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知识已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信息、技术
和学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因此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生产、传播、转让
与不断的应用、提高基础之上的——这几个环节的紧密衔接和循环运行，就构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
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与以往的经济形态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原材料
、能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    二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    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是高技术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和软化，以及知
识密集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具体而言，知识经济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
，知识剧增，信息爆炸，科技应用于生产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据有关资料，人类的科技知识，19世纪
是50年增加1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当前则是每3至5年增加1倍。曾有人估计，截至1998年
，人类社会掌握的科学知识，90％是二战后30余年获得的。据有的未来学家推测，今天的科技知识将
只不过是2050年的1％。知识的剧增，是与信息量神速地扩大和信息处理速度不断地令人不可思议地加
快分不开的。信息是知识经济发动机的燃料。现在，几张光盘可以替代一个传统的图书馆，在一片指
甲大小的芯片卜可以存放两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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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写在前面    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业已
来临，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困难更多。中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10年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政治方面，民主法制建设和
政治体制改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经济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些方面，是前十几年的总和或几倍、几十倍；对外开放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沿海、沿江、沿边的“三沿”和内陆城市相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已全面展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驶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中国，
正在朝着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者统一的社会与人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国家迈进
。尤其是2001年，申奥成功、APEC上海会议的成功举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世界经济一片衰退声中，中国经济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被国外舆论誉为
“一枝独秀”⋯⋯    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的，我们有优势，我
们的优势是政治稳定，有大量优秀的廉价劳动力，有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市场。但是，不可否认，中国
的经济基础还很落后，生态环境还很脆弱，产品的科技含量还很低——我们要出口800万双鞋才能换回
一架新型波音7371现在的中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所面
临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我们常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就中国的实际而言，这些挑战是比较严酷的
。比如，如何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资源相对贫乏的
国情下，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何提高全国民众的整体素质，将沉重的人口负担尽快转化为巨大的劳
动力资源；如何将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转化为集约化的规模经营，增大科技
、资金含量。使中国的农产品具有世界竞争力；如何提升中国的综合科技能力，跟上世界知识经济的
步伐；等等等等。因此，研究中国难点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便成为非常具有现实意
义，又亟需探讨的问题。    当然，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都纳入自己的视野，进
行详细的研究。本书只是选取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遇到的主要难点问题，以加
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为参照，结合目前国家政策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情况，对各个有
典型意义、又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作简单的个案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并尽可能地作出一定
程度的、具有前瞻性的预测。与以往类似图书不同的是，本书不仅仅是现象和材料的罗列，而是采用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方法，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论方法编写而成，力图在具有较
强的可读‘陆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学术晶位和科学性。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奉行的写作原则
是：直面现实，放眼未来——虽然，每一个熟知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人，心里并不轻松。但是，在我
们对相关的主要问题作出一番研究之后，我们坚信，对于中国来说，所有的困难最终都将会得到解决
。因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还没有遇到过不可战胜的困难。    范希春    2002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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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业已来临，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10年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但同时研究中国难点
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成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又巫需探讨的问题。中国，正在朝着
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者统一 的社会与人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国家迈进。尤 其
是2001年，申奥成功、APEC上海会议的成功举行、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
的爱国热情。在世界经济一片衰退声中，中国经济保持了7%以上 的增长速度，被国外舆论誉为"一枝
独秀"¨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的，我们有优势，我们的优势是政
治稳定，有大量优秀的廉价劳动力，有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市场。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基础还
很落后，生态环境还很脆弱，产品的科技含量还很低。我们要出口800万双鞋才能换回一架新型波
音737!现在的中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
更加凸现出来。我们常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就中国的实际而言，这些挑战是比较严酷的。比如，如何
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情下，走持续
发展的道路;如何提高全国民众的整体素质，将沉重的人口负担尽快转化为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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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挺厚,内容多..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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