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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很多國人眼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但作
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自建國以來，已經發生了八次經濟危機。這在主流理論中是
顛覆性的。我們也有足夠的自信，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國際視野，決策部門早晚會從（本書）中借鑒
的。——溫鐵軍（CCTV年度經濟人物）
本書從嶄新的角度傳遞了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它分析了中國自1950年以來經歷的主要危機及其克
服的辦法。它總結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路徑，展示了中國如何成功實現軟着陸，並利用危機進一步發
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正在支持本書的翻譯，以擴大其讀者範圍。我相信本書將會為中國發展經驗提供一
個更為完整的畫面。——  羅黛琳（聯合國系統駐華協調員、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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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
院長、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環保部、
商務部、國家林業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級政策專家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先後承擔多個國家級重大、重點課題，擔任國家、省部級多個重點項目首席專家。獲得國務院授予的
“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中國環境大使
”稱號、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省部級以上獎勵。
主要著作：《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我們到底要甚麼》、《三農
問題與制度變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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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二遍读毕。于其大致脉络，略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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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 自序和引言。很难对作者的真实立意做一个完整而清楚的归纳。作者从历史和阶级分析的高度对
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总体给人一个相当负面的印象。作者提出的批评主要有，
第一，成本转嫁论，指现代城市文明所带来的波动危机的成本大多被转嫁给了农村农业或者农民。但
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因为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已经很小，基本不可能承载经济危机的损
失。第二，资本与政府这两个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品，导致权力的资本化，并造成贫富分化。第三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表示最新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和缺少制约所可能带来
的巨大恶果，后发国家需要对此引以为戒并高度警惕。第四，政府要加大农业投入，以此作为改善城
乡分化并提供危机缓冲地带的手段。2.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作者根据过去六十年的经验认为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能够成功跳出发展陷阱而保持工业化不间断的关键，正在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
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能提供的对于城市经济危机的转嫁和缓冲。作者对于2003年以后的政府对于三农
的巨大投入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建议加大三农投资以保持三农对于可能的城市危机的消化和缓冲作用
。与周其仁教授相反，对于2003年土地承包法所确立的增人不增地的原则，作者没有讨论其对于明确
产权从而便利承包权的流转的好处，而对于其促使农民离开农村从而减轻三农的缓冲作用作出了消极
的评价。3. 第二章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作者把建国以来的历次危机分成前后三
个部分，前三次危机主要为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匮乏以及对外资外债的依赖所造成的问题，第四、第五
和第六次危机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源性危机，第七和第八次危机为1997和2008年对外开放后由于发达
国家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输入性危机。4. 前三次都是由于资本的匮乏造成的。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
直接导火索是苏东撤资。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主因是备战备荒而进行三线建设的巨大投资。第三次
是在1975年左右，当时领导层因应美苏对抗形势的加剧而与择机美国建交，并从而大量从欧美日进口
机器设备。巨大外债超过了财政的承载能力从而引发了第三次危机。这三次危机的平稳度过都依赖于
对农村的人口转移。5. 第三章分析了自1978年至1997年约二十年间的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就其发生原因来说，这三次危机不同于前两次因为外资外债的利用而产生的危机。同时鉴于政治和社
会结构的变化，这三次危机化解的方式也与前两次迥然不同，除第四次危机化解的偶然性之外，第五
和第六次危机都被迫硬着陆，对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6. 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危机
也即六十年来的第四次危机发生在1980年左右，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70年代以来利用外资外债大规
模投资的累积财政亏空，另一个是新政权为了争取民心取得合法性而采取的与民生息的福利政策支出
。幸运的是，按照邓公所说的“没想到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动了内需的增加从而化解了此次
危机的影响。7. 第五次危机以1988年高达18.6%的通货膨胀率为标志，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由于历史短
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释放而产生的需求和投资两旺，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大量增发钞票，造成通货膨
胀，此其一。第二，原来经济体系中很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隐性制度成本被例如物价闯关所引爆
，造成民众的恐慌情绪。因应这次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压缩投资，紧缩银根等等政策，并以占用
原材料和市场之名对前一时期高歌猛进的乡镇企业予以打压。乡镇企业被号召两头在外，瞄准国外市
场，从而终止了农村经济的持续改善，使占有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同时，农民收入的
下降降低了内需，使中国经济开始了向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的转变。8. 第六次危机以1993年至1994年
期间的三大赤字，财政，金融和外汇同时爆发赤字为主要标志，1994年出现了高达24.1%的通货膨胀。
第六次危机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第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失去控制力导致地方政府盲目
扩大投资。第二，政企分开导致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大范围存在，市场秩序混乱。第三，开放了股票房
地产等市场或行业，但缺乏相应的管制措施，导致“热”、“乱”频仍。治理这次危机的主要措施包
括，人民币贬值，分税制改革，抓大放小，甩包袱等等。大量的城市工人因此而下岗失业，地方政府
责权利不统一，基层政府机构入不敷出从而不得不开启和依赖土地财政等等。这些治理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埋下了二十一世纪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隐患。9. 第四章关于1997年和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
机的分析。从六十年的历史，作者从引进外资的角度将其归纳为四次。第一次为利用苏东援助，第二
次为七十年代由毛周开启的引进欧美日资金，第三次为八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引进外资，第四次为九四
年以后为出口创汇而大量引进的外资。前三次引进外资主要为了解决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而第四次
引进外资已逐渐变成了解决国内市场不足的问题，因此前三次引资造成的危机主要是内因性，而第四
次引资造成的两次危机则都主要是输入型的。10. 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造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七
次危机，出口的剧烈下降使得1998年的国内产值增长率降到了8%以下。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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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商业化改革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这一条
也成为政府应对类似危机的惯用招数。对于三农，这次危机造成了大量农民失业返回故里，财政资金
不足也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群体事件不断上演。11.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已
经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并造成了六十年来的第八次危机。处于双重过剩情况下的中国政府只能
再次祭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旗，短期内作出了总共四万亿投资的决定。这一决定，虽然暂时挽救中
国经济于衰退，但却是以明日的过剩来挽救今日的过剩，治标不治本。同时因其投资数额过大，更加
给以后的去过剩产能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作者于此点未过多置评，反而强调指出当届政府由于
从2003年以来不断给三农投资，从而建立很好的危机三农缓冲池，客观上帮助中国更加裕如地应对了
此次规模最大的危机。12. 书中第二部分为2010年以来五次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会议的总结，
核心的议题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性矛盾的讨论和中国应该探索的道路。13. 最近一次会议
为2011年春季召开的关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会议中提出和讨论了三个难题，分
别是，第一，美国单极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金融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二，中国经
济对于美国经济的依附从未来看似乎很难摆脱。第三，发展中国家以及劳工群体对于资本的很难形成
有效的制约。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对策包括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政治制度避免盲目西方化，以及
谨慎处理金融自由化和农村城市化。14. 2010年秋季会议讨论了积极开拓亚非大陆桥建设从而和东南沿
海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大战略框架。2010年11月4日的会议讨论了灰色经济的影响以及维稳和政治体制改
革的议题。15. 2010年3月1日的会议讨论了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重点强调生态文明的发展
思路和加强三农的思路，指出中国不应盲目实行农业的大工业化和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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