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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敗》

内容概要

《經濟學人》讚譽，針對亞洲九國經濟發展，生動結合報導、學術和論證的佳作。
日本、南韓、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同屬東亞的九個亞洲國家
，在經濟上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這些國家是否有獨特的發展經驗，或是特殊的政策武器？
斯塔威爾在亞洲地區擔任駐地記者長達二十年，英國《金融時報》譽其為「亞洲商業的迷思破除者」
。他在本書中透過對日本、南韓、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的實地考
察和經濟政策研究，首次揭示同屬一區的亞洲九國，何以在有些國家經濟蓬勃起飛的同時，另一些卻
萎靡不振，提出的立論完全破除西方對亞洲經濟舊有的錯誤觀念。
斯塔威爾的深度分析聚焦於理解亞洲經濟的三個關鍵領域：土地政策、製造業，以及金融業。土地改
革是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大陸經濟成功的前提關鍵；而土地改革的失敗，也是東南亞國家現今的
政治與經濟困境的肇因。工業化讓國家經濟得以發展，但一國的工業發展單靠製造業並不夠，國家需
要「出口規訓」，由政府敦促企業以國際格局跨出國門，在國際間競爭，而有效的金融規範則是一國
自立成長的最終關鍵。為了深入探索這些議題，斯塔威爾深入亞洲九國，以歷史縱深和產業政策為座
標，進行一場針對亞洲各國經濟的跨國實地調查紀錄。
透過書中廣泛且深入的剖析，讀者將對即將形塑世界未來樣貌的亞洲國家，具備更詳實精闢的新認知
。
名人推薦
「簡潔有力，智性十足⋯⋯ 斯塔威爾的立論堅實，觀點極具說服力，而且風格強悍。高度精彩的重要
之作。」—《金融時報》
「令人印象深刻、極富啟發意義，是一部生動結合學術、報導和辦論的佳作。」—《經濟學人》
「引人入勝⋯⋯ 讀者可從斯塔威爾資訊豐富而且有條不紊的報導中拓展眼界。」—《出版人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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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喬埃．斯塔威爾  Joe Studwell
作家、記者，大學講師。《中國經濟季刊》 (The Cina Economic Quarterly) 創辦者之一，並曾定居於北
京，擔任《經濟學人》雜誌撰述。
著有《中國熱》（2002，時報）、《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2010，天下雜誌）
。
譯者簡介
楊濤斌、蔣文豪
熱愛翻譯的自由譯者，譯文多見於《領導者》、《文化縱橫》雜誌，並合譯過《社會工作手冊》、《
讓新聞更勇猛》等書。蔣文豪的譯作常見於《共鳴》雜誌及《東方立史評論》網站。
楊雋
北大英語系翻譯專業畢業，曾任《紐約時報》中文網翻譯，並與蔣文豪合譯《北京說了算？》一書，
且譯作多發表於報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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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導言
第一部  土地：家庭農業的勝利
1.你自己在家試試看
2.農業豐產的益處
3.極為古老的觀念
4.仍不夠完美
旅程之一：從東京到新瀉
5.中共在土改上一馬當先
6.土改不是請客吃飯
7.美國人對土改的回應
8.孤膽勇士
9.理論付諸實踐
10.熱炒式發展的興起
11.最難推翻的例證
旅程之二：西內格羅斯省
12.未能發生的土地革命
13.官方所謂的成功
14.地主的世界⋯⋯
15.⋯⋯以及農奴的世界
16.治療國家失靈的OK绷
17.以任何標準衡量皆無效率
18.蘇卡諾光說不練
19.英國人眼中的農業效率
20.英國人的看法成了馬來西亞人的想法
21.那些不得要領者，請看看泰國
22.更糟糕的第二部分
23.沒有一勞永逸的好政策
24.說句公道話25.蹩腳的藉口
第二部  製造業：歷史學家的勝利
1.當權者需謹記
2.無法啟齒的事實
3.致富祕訣是什麼⋯⋯
4.日本的路徑：從德國到美國再到英國
5.乞求、抄襲、竊取⋯⋯
6.⋯⋯而後逐步壯大
7.需要更多的出口規訓
8.歷史學家兼將軍
9.公共部門的變種
10.潛在的問題
11.歷史學家的勝利
12.前往韓國和馬來西亞
旅程之三：從首爾到浦項和蔚山
13.我們一直希望製造⋯⋯
14.通往某處的道路
15.實作與學習
16.蒼白無力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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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細節決定成敗
旅程之四：橫跨馬來西亞
18.危機過後一切照舊
19.外面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20.馬哈迪醫生，這只為你而做
21.事情糟透了
22.超越柏華嘉
23.政治貴族的回巢
24.兩個東亞的故事
25.哪些是不重要的
26.工業政策無法做到一勞永逸
27.別無替代選項
第三部  金融業：嚴密控制的優點
1.金融蓬勃發展
2.日本選擇謹慎行事
3.朴正熙將軍所理解的金融
4.一往無前的行事風格
5.溫順的台灣人並未繼承土地
6.你想犯錯嗎?
7.不同結果的韓國
8.審慎卻仍失敗
9.服從換得的回報
旅程之五：雅加達
10.倒回至蘇卡諾時代
11.召喚柏克萊幫
12.通往金融地獄之路
13.給我庇護
14.重新加入「騎士團」
15.金融的逆耳之言
第四部  中國符合哪種模式?
1.條條發展大道通鄉村
2.本性難移
3.對農民狠下心腸
4.製造業難題
5.朱氏遺產
6.國企大猩猩們
7.製造業龍頭
8.這些我們全都可以賣給你
9.中國發展模式的局限
10.遭到忽視的私營部門
11.中國式的傷心故事
12.情況有可能更糟
13.錢從哪裡來
14.兩種偏執
15.向前進
16.金融壓抑過火
17.好龍抑或惡龍
致謝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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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后的评论是写得很好， 摘录如下：“叙述深入翔实，引人入胜。” 彭博社广播“简洁有力，智
性十足，立论坚实，观点极具说服力，而且风格强悍。高度精彩的重要之作。” 金融时报日本，南韩
，台湾，印尼，马来，泰国，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亚洲九国。经济上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
败？起点相近的台湾、韩国，为何后是发展开始出先差别？马来及菲律宾的相框肇因有何制的鉴戒之
处？况表中国的经济隐忧会是什么？东亚经济成功国家是否有其独特的发展经验？或是特殊政策？曾
受英国《金融时报》盛称为“亚洲商业迷思破除者”的斯塔威尔，对亚洲九国经济法真，提出的立论
，完全破除西方对亚洲经济旧有的错误观念。深度分析三个关键领域：土地政策、制造业、金融业。
土地改革是日本、汉货、台湾和中国大陆经济成功地前提关键。而土地改革地失败，也是东南亚国家
现金的政治与经济困境地肇因。原本没有想到，美国在亚洲国家的土地改革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工业化让国家经济得以发展，但一国的工业发展单靠制造业并不够，国家需要“出口规训”，由政
府敦促企业以国际格局跨出国门，在国际间竞争。而有效的金融规范则是一国自立成长的最终关键。
为了深入探索这些议题，斯塔威尔深入亚洲九国，以历史纵深和产业政策为坐标，进行一场针对亚洲
各国经济地跨过实地调查纪录。透过书中广泛而深入地剖析，读者将对即将形塑世界未来样貌地亚洲
国家，具备更翔实精辟的新认知。作者的观点新颖，立论坚实，字字珠玑。很多观点，忍不住拍案叫
绝。书中将台湾归入和韩国日本的东北亚圈。书中比较了自由市场理论和保护主义理论。亚当斯密和
李嘉图得自由市场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得发展阶段，而佛雷德里希 李斯特的主张，发展中国家
若要成功，就必须采取保护主义的工业政策，以扶植本国的制造者。李斯特一直认为，自由贸易应当
是一个国家的最终目标。但该目标只有在以国透过保护措施使其制造业能力得到提升之后才有可能实
现。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早过于开放金融体系，是通向金融地狱之路。然而闭关锁国更危险。
本书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章，中国符合哪种模式？特别是本书最后附录中中国经济的数据，翔实细致得
令人惊叹。而且从2011年的各种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中国经济各方面，乡村，农业，国企，民企，A
股，经济，政治——不可细说，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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