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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的手》

内容概要

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开始首发，题目是《后来者的道路 写在房地产黄金十年落幕之际》。作者十年亲身
经历，讲了不少有意思的案例，结论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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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搜飕，80年出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坚信应该结合中国经济现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
思考经济问题。毕业后从事房地产网络行业，带着问题深入一线，因此有很多独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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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明
游戏规则是谁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为谁制定的？不是为了你——后来者。
那么，你该怎么办？完全遵守规则吗？尽量绕开规则吗？这得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未来。
每个人要想坦然生存于如今的世界，必须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强大的内心，要么来源于信仰，要么来
源于知识。但是，不能所有人都可以只依靠信仰而坚强。总有一些人，需要掌握足够的知识，这样才
给自己的家庭、团队、公司以信心和力量。
真正的知识，从打破对书本的迷信，从深入实际开始。
前言 聚天下之英才俱毁之
第一章
西方经济学——后来者的坟墓
第一节
第一个耳光
第二节
三个陷阱
第三节
房地产是这么回事
第四节
绞杀理性人
第五节
拜拜，黄金时代
本章经济原理小结 片面假设之谬误
第二章 资本的血统
第一节
是肮脏还是先进？
第二节
一个资本的产生
第三节
另一个资本的突击
第四节
资本的血统
第五节
后来者的奋斗
本章经济原理小结 人性在组织层面上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章
宏观经济是红色的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不是科学
第二节
请下神坛！
第三节
楼市调控早知道
第四节
经济增长中的机会
本章经济原理小结 人性在社会层面上对经济的影响
第四章
大时势与小梦想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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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曾经长期领先
第二节
为什么中国不能率先进入市场经济
第三节
为什么西方抢先进入市场经济
第四节
预见未来
本章经济原理小结 人性观决定了经济模式的演进
第五章
只有第三条道路
第一节
经济本人
第二节
人本经济
第三节
殊途同归
第四节
后来者的道路
第五节
如果能再来点创新⋯⋯
经济原理总结：人本经济观
后记 开放思考，平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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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后发国家出现这样的宏观经济问题就更倒霉了。西方先进国家才不会承认他们的
理论出问题了。他们会说，这是你们落后愚昧啊，我们国家体系完备、民众素质高，就不会发生这样
极端的问题，赶紧接受我们的援助条件吧。类似的例子，过去30年发生的还少吗？直到他们自己出了
大问题，开始用各种手段转嫁危机带来的损失时，他们依然能为自己找到借口。他们是先来者，他们
有这个优势，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武器。这是另一个庞大的问题了。 最后讲一下基尼系数。 基尼
系数这个指标主要衡量的是收入差距。 当房价飞涨之后，那些之前已经买房的人，财富大大增加了。
那些没有买房所以更需要买房的后来者，并没有享受到好处，相反需要付出比先来者大得多的代价，
才可以买房。与先来者的财富差距，飞速拉大。这产生了社会公平上的问题。具体的例子在前面的论
述中已经讲了，影响到了这个社会的根本。 纯粹市场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部分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基尼系数并不算宏观经济学主要模型中的核心指标。这个指标出现于宏观经济学诞生之前。
也许当中国由于基尼系数过大导致宏观经济崩溃后，会有好心的大教授以此为研究对象，发展出一套
模型和理论，好让世人都记得我们——“看，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 以“东方智慧”来看待这个问
题，就不一样了。不管什么模型还是理论，反正几个主要方面——无论是经济指标还是其他指标——
都不能出问题。只要任何一个指标将要滑出合理区间，或者将要超出社会承受能力了，那么就要想办
法制止。即使房地产行业本身的情况是良好的，只要危及实体经济或者金融稳定或者社会公平，就坚
决进行调控。顺带着还要为下一个十年的格局服务一下。所以，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一次又一次的“平
衡”下，逐步演化成了2013年初的样子。不管你信不信，2010年年中乃至更早的时候，顶级“老甲鱼
”们已经预见了调控的发展。虽然当时他们还不能准确说出政策细则和出台时间，但几个方向和主要
步骤事后都被验证了。楼市调控将继续下去，直到新的游戏构架建立起来。 支持市场经济，更支持解
决实际问题。你们是先进国家，你们的裤子太大，未必适合我们后来者现在的身高。虽然我们是要向
你们学习的，但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这个现状。哪怕穿的是开裆裤还裹着尿布，你们要笑话就笑吧。反
正你们是已经长成了，可以吹牛说自己从小就不尿床。 你们真的已经不尿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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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不清的手:后来者的经济之路》由编著者搜飕。经济虽然复杂，但是有一个大概的规律：先来者的
赢面大，后来者的赢面小。假如你是一个年薪10万元的勤奋小白领，另一个富二代没有工作，但
有1000万元存款。按照3％的存款利率，你有信心追上他的收入吗？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后
来者总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劣势，在先来者制定的规则中，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不过别灰心，后来者
依然有翻盘的机会，而这，就是《看不清的手:后来者的经济之路》想告诉你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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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感觉这本书暂时不适合我看，也许还没到那个时间，里边讲的大概跟房地产有关。。。不过可
能等过段时间就适合了。
2、毕业多年后又一次熬夜拜读，重新以经济学的眼光回忆和思考这些年自身和周边社会的岁月变迁
。
3、很强悍很好看的一本书。
4、很不错的学长写的书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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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花了三个半天多点的时间将这本书通读完，对于一个原本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我来说本身事件并
不容易的事情，为此的确很佩服作者，一方面举了那么多生动的案例，另一方面接近幽默的语言将原
本不易被理解的道理说得深入浅出。这应该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作者的价值观尽显其中。拨开其
阐述的理论和给出的案例背后，我看到了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有责任感的给予“中华复兴”希望的同
龄人。在这个人们普遍信仰人民币的年代里，作者在房地产业摸爬滚打了十年，不但没有被利益熏黑
了心肝，反而是历久弥坚地保持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并且一直在为后来者（国家，公司，个人）的“
道”和“路”上下而求索，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啊。书中有不少的字句打动我：P27.“早看不惯这
帮打着‘市场经济’幌子骗小蹄子青春、热血和钞票的家伙们了。谁比谁笨啊，吃点亏以后，后来者
总能搞清楚情况的。”——深得小蹄子民心啊。P118-119.“这是很可爱的一群人⋯⋯这（对‘共同之
善’的认同）是东方国家的重大竞争优势。请千万要保护好这样的传统⋯⋯”，在这个年轻人基本不
谈理想不谈爱国的年代里，出国成为一部分有条件（经济，技术）的年轻人的首选，大家看到太多的
这个国家的黑暗的一面，为此而要去逃避，于是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不再回来。而在这本书里，我
看到了作者对于这个民族的热爱和信心，这正是年轻一辈们普遍需要的正能量。期望着，也相信终有
一天“崛起的中华”会像某人所说的那样，让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趋之若鹜。P116-117. “FQQ闻言大
怒：‘就算搞投机的’没有实体的繁荣，没有我们这个国的站立，大家都是要完蛋的！真是外面的狼
趁机进来，我一定会不计输赢，拼掉最后一个筹码，然后去师傅那里说对不起！没有为什么!”这段话
用来诠释“资本是有血统”的，我认为是最生动的。我并没有接触过太多“资本”的故事，只是以本
公司的决策为例，大概也就是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期，对手企业（原本我们行业是正儿八经
的实体经济）都纷纷开始投资房地产，赚着比实体企业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利润的时候，公司的最高头
目依然是没有动心，誓要将技术产业进行到底，经营成“百年老店”。当时也有好多员工是表示困惑
的，不过读了本书中的“资本血统说”之后，觉得的确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实体经济都不发展自己的
支柱而改投虚高的房地产，那离崩盘之日还会远吗？有些道理不是非得等到血流成河的时候才醒悟的
。作为“经济学名著”（中关村图书大厦的分类），我一个外行人读来可能感受不一定非常深刻，但
是我为作者从实践中得来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诚意而打动。正如作者在书中（p211-212）所说，
“对某些主流学术思想提出根本性质疑”是需要勇气的。而正是十年摸爬滚打的一线的实践和对国家
民族及后来的个体的这种责任感给了作者挑战“权威”的勇气。其实这种勇气从一开始本科毕业选择
去一线就开始体现。的确，大多数名校的学生都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印象深刻的开初的“小Q”猫
（p3-4）不但不再哆嗦，而且站稳了脚跟，“蹦跶”地很欢实呢。也正是这十年的经历，让作者在阐
述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时不再空洞、乏味，而是用“人话”，从一个个生动案例中总结出“道”和
“路”。功底不仅仅存在于从实践而得出的“经济学”理论，更展现于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去阐述这“
经济学”体系，去分析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第四章的“大时势小梦想”中，对中国历史的酣畅
淋漓的分析，让我开了眼界。看这个段落时，我正在出差内蒙的列车上。飞驰的列车，一望无际的草
原在夕阳中尤显壮阔中的柔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及眼前壮丽的山川平原，让我感受到了时间和空
间上的大气，正是“叹天地之辽阔，念岁月之悠悠”（p195）。千年的文化积淀铸就了过往时期的伟
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近发展的脚步。出路在哪里？且看作者的分析。看到这里，这仿佛已
超越了“经济学”所要解决问题的范畴。其实这反倒是“经济学”作为方法论的普适性。一个国家和
一个公司，一个个体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后来者，只有靠正确的奋斗之路才能赶超。“创新”
作为出路之一是不容易的，这一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就目前从事的行业而言，似乎一直跟在某些技
术先进国家的屁股后面。他们形成了完备的专利体系，令“后来者”步履维艰，为此而不得不每年支
付大量的专利费用。要形成培育“创新”的土壤和鼓励创新的机制都不是朝夕间的事，教育、文化、
科技、产业环环紧扣。但我也清晰的看到，整个民族确实已经开始重视“创新”，并且也深切地体会
到提倡个性的“90后”“00后”，他们的头脑比我们确实更具有“创新”的意识。不得不提到的是本
书的语言和生动案例，就是所谓的“人话”让原本枯燥的理论变得丰富和有趣。不少地方还以“饮食
男女”的婚姻家庭为例，让这本“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从政界，商界一直蔓延到了像我这样的普通
家庭主妇：）。这正应了作者提到的，要提高人本经济学的观点，将正确的“经济学”的理论武装到
每个个体，还用愁整体的经济质量不能提高么？良苦用心啊。也提两点我认为可以完善之处，平装版
的书，纸质有些粗糙；另外书中插图，其实有些生硬，当然可能出版商认为的作为畅销书的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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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个人不太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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