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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印度为例探讨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未来，书中从各个角度深入分析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瓶颈，并对比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阐述导致新兴发展中国家起飞夭折的内部和外部原
因。中国可以以印度为参考，吸取印度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出现起飞夭折的情况。作者同时为中国提
出了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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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新育，男，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先后在《21 世纪经济报道》、《新理财》、《证券市场周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工
业报》、《上海商报》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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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在罗列数据和各国事件时太过啰嗦，不过很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天生的对手”，“龙象之争”也必将在21世纪愈演愈烈
。
3、精读
4、内容丰富，略显驳杂
5、不乏真知灼见，总体感觉还是不错，只是有些地方还是流于表面，甚至有一些口号式的东西。总
之作者是有思想的，但是学养也有待提升。
6、对于了解印度有很大的帮助，从政治经济以及民族文化冲突的各个方面阐述了印度国内目前面对
的各种难题。从而也发现，印度虽然目前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是想像中国一样迅速崛起，其实是
任重道远。想到这里，我们也就安心了。
7、这书写的很啰嗦。无非写土改、宗教、法律、民族构成等等内容，却用了大量的资料来堆积全书
的页数。核心点还是很简单的，基本看下标题就知道作者想讲的内容了。另外就是倾向性很明显
8、内容有点杂乱，不过对了解印度还是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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