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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重点不在GDP》

前言

　　聽聽郎咸平怎麼說　　郎咸平除了大學教授的身分之外，還有很多封號，包括「中國經濟的鐵榔
頭」、「中國股市的郎旋風」、「中國民營企業教父」等。 二〇〇九年二月中，一位香港朋友曾經親
身跑到深圳聆聽他的演講，之後寫信來說：「郎咸平非常有魅力。」當天，「郎咸平從早上九點二十
分講到下午三點五十分；只在上下午各短暫休息，外加一小時十五分午飯時間。他獨自一個人在講台
上講演，講個不停，不用講稿，也沒使用Power Point，接著回答聽眾提問到四點半。」  那一場演講由
中山市政府主辦，朋友粗略估計聽眾有九百人之多，票價每人六百到一千元（人民幣）不等。其實這
場演講可能因為有銀行贊助，門票還比較便宜了，根據《香港經濟日報》報導 ，郎咸平的「二〇〇九
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研討會」票價更高達二千八百人民幣呢！事實上，在台灣桃園出生，建國中
學、東海大學及台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郎咸平最近在台灣的知名度也高升了不少，《工商時報》 、《
聯合報》 等分別報導他在中國大陸受歡迎的程度，《天下雜誌》更將他列為「改變中國的十大經濟學
家」之一 。喜歡他的人說：聽他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因為他擅長用一般市井小民均能理解的比喻、
貼近生活經驗的語彙，來解釋說明與一般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無論企業經營者或一般投資
大眾，都爭相聆聽他的演講。另一方面，也有人說他的言論過度悲觀、語不驚人死不休。只不過結果
顯示，他的警告往往不幸成為事實；因此近年來，郎咸平在中國掀起一股「聽郎咸平說」的熱潮，紅
得不得了。　　《注意！重點不在GDP》這本書，正是根據郎咸平的演講精粹選輯而來：談金融海嘯
，他首先描述親眼看到的華爾街的貪婪（第一講）；進一步地，他從「資本主義的靈魂」來剖釋金融
海嘯乃至於「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為什麼做不好」的深層根本問題（第二講）。他又從英國人尋找中國
的經過講述「信託責任」（Trust）的由來，說明為什麼有些股票比較值錢、中國證券市場的三次崩盤
，以及梁啟超對於股票市場的睿智遠見（第五講）。金融海嘯的震央無疑是在英國和美國，可是中國
的動向也是全球關注，動見觀瞻，甚至成為各國解救金融危機的期望。對此郎咸平分析說，中國大陸
製造業早已陷於困境，和近年來的股市、樓市泡沫的關聯甚深；而雖然中國也預備花四萬億人民幣用
力救市，可是他認為中國方向錯誤，也太重視GDP的成長（請參閱第三、四、九、十講），他認為修
橋鋪路不錯，可以提高GDP這個數字，可是這對經濟的實質增長沒有幫助。他大膽直言：「保八？不
如保人民財富！」只有人民富有，股市、樓市的上漲才是實實在在的（第六、七、八講）。他以礦泉
水為例子，說如果「今年生產一百瓶礦泉水，明年生產一百一十瓶礦泉水，那的確有一〇%的GDP增
長，但實際利潤增長呢？」他認為只懂加工製造，是死路一條，只有加上另外六個環節，搶利潤，才
是活路（第九講）。此外，他也談到在此蕭條時期的個人投資策略，特別是關於黃金的投資策略（第
十一講），以及從香港「四大天王」的風險管理方式，討論蕭條時期的企業投資策略（第十二講）。
最後，他提出越南的例子，說明國際化的陷阱（第十三講）。　　基本上，無論你是政府官員、企業
人士或一般大眾，只要你想了解當前中國乃至於世界的整體經濟狀況，郎教授的這些想法都會很有幫
助。在有機會現場領略郎教授的演講魅力之前，不妨先讀讀這本《注意！重點不在GDP》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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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重点不在GDP》

内容概要

面臨經濟大崩壞，屢見各國政府把公共工程當成推升GDP的特效藥，
郎咸平為什麼說：救經濟不能只靠基礎建設，這條路走下去，只會越來越窮！？
他又如何從股市、房市切入，解讀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他又提出什麼具體的經濟對策，要讓中國成為真正的富裕社會、消費大國？
面對當前的蕭條期，企業與個人又該採取哪些投資策略？
對所有關心中國經濟、台灣經濟與個人荷包的人而言，
郎咸平的獨特觀察與精闢見解，能教你輕鬆看懂中國經濟、掌握不虧錢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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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重点不在GDP》

作者简介

郎咸平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台灣桃園。
東海大學經濟系、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之後在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拿到金融學博士學位。
曾任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密西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
一九九四年移居香港，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汕頭大學長江商學院金融學系講座教授。
曾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顧問、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銀行改革治理顧
問、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顧問。
郎咸平是世界級的公司治理和金融專家，主要致力於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
併與收購以及破產等研究。據統計，郎咸平的破產論文和另一篇有關公司兼併論文同時被列入全世界
引用率最高的相關論文之一。另有四篇論文被《金融經濟學期刊》評為「明星論文」。曾入選2002
、2003年世界經濟學家名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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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編輯室報告  聽聽郎咸平怎麼說  林麗雪、吳程遠【危機源頭】第一講  華爾街的貪婪，我見過李森伯格
教授說「我們家院子很大。」我說「是嗎？多大？」他說「你猜一下。」我說「起碼有一畝地，」他
說「不止。」我說「十畝地。」他還是說「不止。」我咬咬牙又猜了十五畝，十五畝地在我看來已經
是大得無法想像了。他說：「一千四百畝。」【本質探索】第二講  資本主義的靈魂那麼，你認為資
本主義的靈魂是什麼？你也許會認為是自由競爭、民主、議會、憲法等等。但是，不對，這些都是表
面現象。中國這麼多年的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諸多問題，都與不瞭解資本主義的靈魂有著重大關係。
【後果分析】第三講  中國式金融危機中國最典型的內銷企業是什麼？是桑拿、洗腳、按摩，絕對不
是出口的，是純粹以內銷為主的，但根據我最近做的實際調查，洗腳生意最近少了二、三〇％。這說
明內銷企業也產生了危機。中國想救市，卻不太會救市。【觀念釐清】第四講  GDP工程的迷思我們
不要保成長，要保利潤，保企業利潤而不是保國家GDP成長。GDP不是實惠的東西。我們是要一個更
富裕的社會，而不僅僅是讓一些工人就業，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歷史回顧】第五講  莫斯科
、「信託責任」與梁啟超一九二二年，中國進入了證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當時已經有睿智的思想
家提出了世界級的解決方案，這個人就是梁啟超，他是當時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你看他說過什麼話：
「華人不喜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多厲害，他可是在一百多年之前說的。梁啟超沒
有在華頓商學院念過任何一天的經濟學課程，完全憑自己的悟性。【股市解盤】第六講  股市漲跌誰
做主？二〇〇六年開始，中國股市告別低迷，進入大牛市，很多學者指出，中國因為錢太多，流動性
過剩導致經濟過熱，恐怕會引起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因而實施宏觀調控，避免造成通貨膨脹可能引起
的社會動亂。不過，中國經濟其實只有三〇％基礎建設相關行業過熱，其他七〇％與民營製造業相關
的行業則過冷。由於民營經營環境惡化，本應投資到生產上的資金，被轉移到股市，才造成了股市熱
現象。【自由經濟的弊端】第七講  房地產商惹了誰？中國地產界名人潘石屹曾講過一句話，房地產
業之所以有這樣的負面形象，主要有幾點理由：第一，財富排行榜上有一半的人都是地產商。第二，
大家普遍認為地產是暴利行業。第三，腐敗的官員通常與地產開發專案有關。【房市解盤】第八講  
房地產走勢誰左右？我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到徐州演講，講堂旁邊的湖邊蓋了很多的別墅。我問他們
賣多少錢，居然需要二千五百萬～四千萬塊買一棟別墅，我在想誰跑到徐州去住這麼貴的別墅，我在
想連我都買不起，我就懷疑還有多少人買得起。中國的房價已經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了，問題是為什
麼會這樣？【救市對策一】第九講  救市，不等於救GDP每年保持八至一〇％的經濟成長率，有這個
必要嗎？如果你們的薪水成長率、企業利潤成長率是負的，而GDP的成長率是正的話，各位知道這意
味著什麼嗎？中國仍然可以取得亮麗耀眼的GDP成長率，可是要付出代價。【救市對策二】第十講  
消費的另一種思維中美兩國在這幾年的發展中，已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佛里曼用了一個英文單詞
來表示，叫CHIMERICA，前三個字母是中國的意思，後面是美國的意思。CHIMERICA就是「中美共
同體」的意思。他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真正需要的，就是拉動中國人的消費，而不是簡單的基礎建設
。【蕭條期的個人投資建言】第十一講  不虧錢的黃金投資策略到最後你會發現，黃金價格本身是隨
著被操縱的石油價格而被操縱的。它的走勢和石油價格是一樣的，因而它和美元之間可以有對沖。如
果你今天要去買黃金的話，我奉勸你買一百美元黃金的同時買一百美元。這是什麼目的？加在一起除
以二的結果，就是它們的價格走勢是一條直線，而直線就意味著不賠錢。【蕭條期的企業投資建言】
第十二講  從香港「四大天王」看風險管理的最高戰略香港「四大天王」都是做地產的，這些人和中
國內地企業家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就是中國內地企業家沒有經歷過大蕭條，而天王們都經歷過不同
程度的蕭條。我想告訴讀者一個新思維：企業經營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風險最
小化。一名卓越的企業家，不論你是不是首富，不論你賺了多少錢，你都必須是最好的風險管理者。
只有最好的風險管理者才能夠讓企業永續長存。【越南經驗】第十三講  是誰狙擊了越南的經濟奇蹟
？！越南在最近五年被譽為亞洲經濟奇蹟，中國很多企業家紛紛跑到越南設廠。但做夢也沒有想到，
越南竟然會發生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率高達二五％，房市、股市慘跌，老百姓拋售越南貨幣，急著採
買米、水等民生物資。越南，道出一則國際化的慘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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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談金融危機　　市場化是農耕時代的概念，今天是工商鏈條時代，一個部門出現危機就會衝擊到
其他部門，產生骨牌連鎖效應。政府救市就是要設立防火牆，才能斬斷工商鏈條。　　次貸危機最本
質的原因，就在於它違反了資本主義的靈魂，也就是「信託責任」。　　二〇〇六、〇七年中國樓市
、股市泡沫的本質只是製造業的迴光返照，不可能持久。　　談政府GDP工程　　有人說「要致富，
先修路」，這是胡說八道，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不是馬路。　　公共建設只是一錘子買賣，民營經
濟才會產生滾雪球的效應。　　我們是要一個更富裕的社會，而不僅僅靠建設讓少數人就業，不要撿
了芝麻，丟了西瓜。　　今天的中國經濟是一個全世界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二元經濟，一半過熱，
一半過冷。　　談替老百姓創造財富　　中國今天的問題不是內需不足的問題，而是老百姓太窮的問
題。　　政府應該在產業政策方面，幫助企業從純製造業走入利潤更高的大物流環節。這種轉移通過
政府的力量來推動，是最有效率的。　　經濟學供需理論從二〇〇八年開始應該改寫，因為石油等各
種產品的價格，是由國際金融炒家所決定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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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觉得有些虚。。

Page 7



《注意，重点不在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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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