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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七问》

内容概要

《南风窗》杂志社记者谭保罗和深圳广电集团《直播港澳台》栏目编导池薇，多年来致力于新时期中
国政经走势、金融市场改革和两岸政经领域的持续观察和深度报道。这本书集合了他们与海峡两岸财
经意见领袖对话的精华之作。以中国经济转型为主题，通过33场对话，聚焦中国经济最具争议的七大
议题：大而不强之“痛”，房地产之“怪”，资本市场之“困”，银行凶猛之“罪”，金融风险之“
危”，企业变革之“惑”，经济弱势群体之“艰”。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赖建诚、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理事长黄齐元，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这些财经相关领域最权威的人士，从不同角度坦诚直言，直
指问题的病灶，意在启发读者对中国经济现实和历史问题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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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保罗：毕业于复旦大学，《南风窗》杂志社高级记者，致力于观察新时期中国政经走势和金融市场
改革。职业生涯始于北京《新京报》，曾任深圳报业集团驻台湾财经记者。
池薇：复旦大学硕士，深圳广电集团《直播港澳台》栏目编导，长期专注于大陆、台湾两岸政经领域
的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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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国务院这个层面来看，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原则和方向，问题在于部分掌握“生杀大权”的部门并未
严格执行。
索尼盛衰留给中国企业的管理学七问　/　199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　苏　勇
在信息化时代，很多行业物理意义上的“核心技术”概念正在消亡，因为技术在被标准化和模块化之
后，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技术的壁垒正在不断地降低，这对企业竞争提出了新要求。
华人企业给世界带来什么　/　206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吉仁
有些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和政府的手终究会慢慢抽出来，关键是在抽出的过程里不断保持平
衡。
第七篇　经济弱势群体之艰
中国经济领域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小企业，二是农民阶层，他们时常因无法享受“国民待遇”而赢得同
情。
实际上，他们本身的力量却并未得到发挥，根本原因是他们都缺乏足够的“社群化”。
篇章首语：弱势群体需“社群化”发展　/　220
中小企业需要的不是“官话”　/　224
——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副理事长　张大为
在台湾，最具成长力的产业并没有被公营企业占据，而是给了民营企业。如果不是这样，台湾当年也
一定不会成为“四小龙”。
中小企业为何要敢于对权力说“不”　/　232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周德文
很多人买了绿卡准备长期居留，但不是加入外籍，说白了就是“脚踏两只船”，因为他们很担心国内
的政策会变化，财产会受到损害。
大陆不应忽视农村和粮食安全　/　237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徐世勋
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农业越是重要，因为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才能满足需求。
台湾农民为什么比大陆有钱　/　243
——台湾省农会总干事　张永成
台湾的农村社会其实可以看做“两套系统”在平行运行，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叫乡镇公所，没有村
委会，与此平行，每个乡镇都会有一个农会。
中国式小额贷款为何“挂羊头卖狗肉”　/　249
——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
目前的情况是，农村的金融服务供给不充分，同时政府又抑制地方自发的金融活动。国家一直有扶贫
开发计划和政府贴息贷款，但很多没有真正到户，容易被基层有权势的少数人占用。
中国人的商业文化应从家庭餐桌开始　/　254
——台湾《商业周刊》创办者　金惟纯
政治上制约很多，但必须在商业上松绑。那些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充满约束的地方，不但商业无法进
步，政权也很容易崩溃，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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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的前言写得很精彩；书中，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来写，让人看到后面觉得很枯燥， 并且每一个
专题只采访一个专家，这使得一些观点有些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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