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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内容概要

“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基于一流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导向、关注利益相关方的企业治理、重视中小企业
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结构改革。”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中依然
强劲发展的德国，为全球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与全球咨询巨头罗兰·贝格发现，中国和德国不仅拥有着相似价值理念与基础机
制，在改革目标上也同样相似。两人在无数次思想碰撞后，总结出了现实借鉴。他们从公共财政体系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金融监管体系、马克国际化战略、企业基业长青等方面，探索德国社会市场
经济的商业模式，为中国改革提出新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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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作者简介

李稻葵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
）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Schwarzman Scholars）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委员会委员。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
学及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世界银行项目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胡佛
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等职。
罗兰·贝格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荣誉主席；全球多家企业和机构的委员会成员，如德意志银行、
美国黑石集团、日本索尼公司、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德国费森尤斯集团、德国慕尼黑Prime Office集团(
董事长)、意大利RCS传媒集团等；并担任德国联邦政府等多国政府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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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书籍目录

序一 德国模式的中国之鉴 李稻葵
序二 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罗兰·贝格
第一章 德国实体经济如何战胜危机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
次贷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德国的影响和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有何不同
德国实体经济为何未受两次危机的影响
德国应对危机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二章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研究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初探
中德各项税收对比与启示
中德财政平衡制度对比与启示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对中国的借鉴意
第三章 德国房地产市场研究
德国房地产市场历史表现
各阶段德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梳理
经验一：租赁住房市场发达缓解房价波动
经验二：稳健住房金融体系抑制住房投机
第四章 德国金融监管研究
德国金融业概况
德国金融监管概况
德国金融监管下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德国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借鉴意义
第五章 德国马克国际化研究
德国马克缘何崛起
德国马克国际化缘何受限
德国马克国际化受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第六章 德国家族企业研究
德国家族企业概述
德国家族企业为什么成功
德国家族企业典型案例——宝马公司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七章 再论德国近年来经济成功之道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
德国成功的关键因素
结 论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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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精彩短评

1、博硕水平的文集冠上李稻葵和罗兰贝格的大名实在是不厚道的表现。当然，作为论文参考书目，
倒是绰绰有余。
2、编著者来自国际咨询业界实力雄厚的巨头+国内经济界颇为知名的敢于直言的学者，很值得一读。
想必德国模式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有很多优势可供借鉴。
诚如书中所言，中德之间社会形态相仿，又有很多共同目标，比如保证社会长久稳定，发展基础工业
等等。相对于德国，中国自身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尤其面临经济格局重组，国家经济遭遇艰难的“十
字路口”，更加需要前人与同辈的指点与借鉴。善于学习的国家才能百年昌盛，基业长青。
3、冲着李稻奎和罗兰贝格的大名找来看的书，资料翔实但文笔不怎么样，只看他俩分别写的序就足
够了。德国社会精英们经过认真总结过往形成的反过度自由化政治和经济制度，与中国从封闭逐步走
向自由的发展令人惊讶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两辆相向而行的火车，在这个时点上相遇了。很多诸
如房地产调控、中小企业发展、教育体系等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国经济转型借鉴之处。
4、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可借鉴经验在书中基本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本书的干货全部出自对德国经济制
度的介绍和总结。
5、项目出发点很不错，德国经济模式与英美华而不实的体系区别极大，确实有很多值得中国参考学
习的亮点与优势，我昔日在德留学时就有所感悟，但此书却令人失望，典型的急就章，眼高手低之作
（前后文有些语句多次重复，可见成书质量实在不高），7个章节有6个是李稻葵手下研究生的短小论
文（最后一章是罗兰贝格公司CEO署名作品，但我看也是小文人代笔），稍嫌粗浅平庸，为凑页数大
量贴图表，含金量比预期的低（第1和2章略好），还不如知乎和天涯上个别民间达人的精品贴。李稻
葵是中南海智囊，罗兰贝格一代宗师，居然为这种拼凑小书署名（其实只写了几页的序言），实在是
令人痛心，这大概也体现了当今中国浮躁社会的特质吧？
6、说不上借鉴，就是罗列数据和事实，勤恳调研有余，分析深度不够。但确实引起了我对德国的兴
趣。
7、感觉由于各章作者不同，缺乏一种宏观的整体视角，但不得不说很多翔实的数据和分析还是很有
价值的//系主任给学生的入门读物，读得仓促了些-_-#有空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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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章节试读

1、《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38页

               德国和中国都采用二元制结构。在德国的公司中，企业监事会选举产生企业董事会，即企业监
事会有监督约束的作用，而在中国，监事会和董事会是并行的两个机构，这就不利于监事会对董事会
的监督。而在监事会成员中往往有员工代表，监事会职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就影响到员工参与企业治理
的权益。因此，应在企业就设置中对企业监事会增加实质性的权利。此外，一家有竞争力的企业肯定
是有凝聚力的，尤其是在企业遇到经营问题时，更需要员工的理解和配合。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非常
成功的一方面就是职工有效参与企业治理，这不仅能避免恶性劳资冲突，也能激发员工积极配合企业
的安排。这对中国企业，尤其是扩过经营的中国企业是有启示意义的。中国企业可以设置不具备投票
权的股权分配等方式，积极的让员工加入到公司的经营中来。

2、《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235页

             德国制造的成功离不开富有活力和高水准的技术工人。在世界上极负盛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为
德国制造业源源不断的提供满足其持续发展的专业人才储备，是德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能够保持长盛
不衰的重要源泉。
    此外，德国职业学校教育费用由国家承担，企业实践培训费用则由企业承担，学生不用承担高额的
费用。不仅如此，政府还提供大量奖学金，建立了科技园和技术孵化中心，大力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鼓励人才到企业发展；二企业也会定期将其研发人员送到高校进行再培训。

3、《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81页

        间接税可以极大地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是过高的间接税意味着低收入者过重的税负，这不符
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基本要求。而过高的直接税虽能调节
收入分配，但不能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影响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应对能力。现阶段，我国政府既要
保证稳定收入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福利体系，同时还要保证民生，调解居民的收入水平。因
此提高直接税，保持一个均衡的税制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

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173页

            一是要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把握好放松管制的节奏。安全和效率一
直是金融监管及金融政策的两大政策目标。但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权衡。
    二是把调整金融业的行业利润率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两者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排斥。目前，由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行业利润率相差悬殊，金融业
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排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实体经济的大量资源大量流入金融业，抑制了实体
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当前困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是进一步完善适应于新情况的金融监管框架。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金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
中一大体现为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与之相关的是交叉性金融的爆发式增长。作为监管的薄弱环节，
影子银行体系酝酿了大量的潜在风险。为维护金融稳定，中国金融改革应通过监管体制改革和监管范
围调整等，进一步优化金融监管框架。

5、《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83页

              德国的家族企业创造了德国42%的营业额，同时为57%的德国人提供岗位，如今家族企业已然是
德国经济的支柱。汉高集团、博世集团和宝马集团等世界文明企业的成功固然与德国人自身的认真、
严谨分不开，但不能否认德国遗产税对其发展的支持。我国在设立遗产税时可以参考德国模式，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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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续经营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免征遗产税，从制度上来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企业。

6、《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92页

        德国采取住房市场机制加国家大力政策调控的模式，而美国则主要以市场调控为主。

7、《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80页

        税制结构，是指不同的税类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般来说，间接税占比较大，说明税制的组织收
入功能强大。

8、《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33页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指以“学徒”身份在企业实际的生产岗位和培训中心接受职业技能及相关工
艺知识的培训，以“学生”的身份在职业学校接受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的教育。

9、《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184页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本保证，德国经过战后数年的发展，已从经济水平上具备
了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可以说德国马克未来实现国际化是德国自身优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

10、《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139页

        与德国整体的金融体系建设目标匹配，德国住房金融制度整体非常谨慎。住房贷款要求较高的自
付比例和较好的信用状况，贷款价值比很低。从审慎性出发，信用状况越差的购房人要求的自付比例
越高。由于发达的租房市场，德国没有次级贷款。

德国的住房储蓄模式是一种政府引导下市场化的住房融资体系，提供固定利率，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融资起到较好的补充作用。

11、《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27页

        与德国一样，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力。然而这些企业却没能平等进入市场、获得
投资和研发支持的保障。以欧洲的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在扶持大型国企的同时保证中小企业的发展机
会，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通常会略逊一筹。

12、《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29页

        政府为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在面对内部员工罢工压力时
，政府为企业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企业在面对宏观经济因素引起的经济危机时，政府政策帮助企业
度过危机。

13、《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4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借鉴德国模式，必须关注两国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百姓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
讲，今天研究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对当前的
部分社会思潮进行一定的补充，对冲一些经济体制方面思维的偏激性。

1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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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我是现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以前不喜欢这些书，但是现在读起来很有意思。其实治理一个国家
并不是一个五年十年的改变，而是牵扯了很多东西的量变到质变

15、《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58页

           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收入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增大。房地产市
场除了表现出其刚性的居住需求和改善需求外，还显现出投资需求。房产税不仅可以适当的引导人民
合理选择住房，更能抑制房地产的投资属性，遏制投机。当然，将对多套房征收较重的房产税用于补
贴首套房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是调节社会财富，对社会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16、《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的笔记-第236页

        德国职业学校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企业实践培训费用则由企业承担，学生不用承担高额的费用
。不仅如此，政府还提供大量的奖学金，建立了科技园和技术孵化中心，大力促进产学研相结合，鼓
励人才到企业发展；而企业也会定期将其研发人员送往高校进行再培训。德国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收入
之高，丝毫不比金融行业从业人员逊色。正是这些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成就了”德国制造“，帮助德国
家族企业在全球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呼声高，实际上却不重视，特别是资金扶持只重高校，忽视基础教育，悲呼）

Page 8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