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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观察》

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新观察》以十六大主题作为探索触角，深刻地剖析了经济表象的实质，系统地阐发了对经
济科学发展的思考，全面地解析了经济热点的新走向。作者以幽默的语言、清新的文风，用经济学的
眼光冷静审视世界大潮中的中国经济风云变幻，对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和潜在问题进行了独特的阐释
，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作者奉献给广大读者观察中国经济
问题的高远、智慧之作。
中国经济巨轮在发展航道上遭遇了危机风暴，宏观调控是向左还是向右？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谁受
益？拿什么拯救外贸出口？股市暴跌有说不出的痛？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中迫切需要做出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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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把脉中国经济：危机四伏的经济战车  一、金融风暴在中国    宏观经济下滑，形势严峻    金融行
业遭受重创    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锐减    企业倒闭引发失业    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降  二、寒冬中，
遭遇“蝴蝶”扇动的翅膀    中国面临最严重经济危机    “中国制造”的硬伤    危机源于深层的原因    保
增长：依然是第一要务  三、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    中国金融体制如何应对？    经济增长方式迎来
转型契机？    能否创造条件独善其身？  四、警示：我们应从中看到什么？    金融风暴冲击意义深远    
警惕金融全球化的风险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防范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第二章 宏观调控：向左走
？向右走？ 　一、 寒冬突袭：风云变幻的内外经济形势 　　热得发烫的中国经济形势 　　前所未有
的通胀压力 　　经济形势风云变幻 　二、 谋划全局：一变再变的政策选择 　　“刹车”变“加油”
：两年政策基调回顾 　　政策“组合拳”　　政策重点瞻望 　三、 中国经济涉难前行：变局求发展 
　　一保一控，力促中国经济软着陆 　　政策要有新思维 　　转型中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快速
掉头 　　防止经济出现较大减速惯性 第三章 扩大内需：4万亿投资谁受益？ 　一、 扩大内需保增长 
　　内需：能否救中国经济于水火？ 　　“三驾马车”驶向何方？ 　　失衡：拷问结构之痛 　　内
需是中国经济走向平衡之路的关键 　　如何启动内需？ 　二、 欲说还休的消费需求 　　内需与民生
：启而不动的消费需求 　　启动消费难在何处？ 　　消费取决于分配 　　刺激消费有赖政策 　三、 
投资能否救中国经济于水火？ 　　不同以往的投资拉动 　　凸显民生关怀的4万亿元投资 　　投资强
力拉动下的中国经济前景 第四章 外贸出口：拿什么拯救你？ 　一、 金融风暴影响几何：瑟瑟寒冬中
的中国外贸 　　风暴中的中国外贸出口形势 　　“中国制造”遭遇寒冬 　　未来外贸形势难以乐观 
　二、 企业倒闭拷问出口模式 　　首例企业实体倒在金融风暴中 　　谁在寒风中发抖？ 　　为什么
偏偏是我？ 　　“美国消费+中国制造”模式将难以为继 　　倒闭：不容商量的双调整 　三、 出口
企业的下一个春天在哪里？ 　　对外经贸：能否逆风飞扬？ 　　如何才能困境突围？ 　　外贸企业
开拓市场策略 第五章 股市暴跌：百姓心中说不出的痛 　一、 看不懂的股市：爱也是你，恨也是你 　
　一路狂飙中的疯狂 　　盛宴结束：股市载不动许多愁 　　从“沸点”到“冰点”：天堂地狱的轮
回 　二、 股市：破灭的肥皂泡 　　疯狂不需要太多理由 　　谁是幕后推手？ 　　金融风暴重创中国
股市 　　为何暴跌？问题出在哪里？ 　三、 何时走出低迷？ 　　难以恢复的信心：为什么受伤的总
是我？ 　　救还是不救？ 　　多项政策措施，能否救中国股市于水火？ 　　修炼内功：走出低迷 　
　未来走向知多少？ 第六章 再看升值：是也？非也？ 　一、 宏大的外汇储备：想说爱你不容易 　　
急速增长的外汇储备 　　烫手的外汇储备 　　不能承受之重：万亿外汇储备何去何从？ 　　储备过
多推动升值压力 　二、 经济增长放缓：都是升值惹的祸？ 　　人民币升值：趋势不可阻挡 　　出口
受阻：喜忧参半 　　热钱激增的“羊群效应” 　　升值之下：风险与机遇并存 　三、 升值：何处是
尽头？ 　　汇制改革源起何处？ 　　人民币升值，汇改破冰？ 　　次贷危机面前，人民币汇率走向
何方？ 第七章 房市：拨不开的迷雾重重 　一、 房价：能否降一点，再降一点 　　突破再突破，上涨
再上涨：涨疯了的中国房价 　　炒房：有罪？无罪？ 　　高房价：我是房奴 　　谁是中国高房价的
幕后推手？ 　二、 走向10年拐点的中国楼市 　　中国房产市场“变脸” 　　次贷危机：国际房价大
跌，回归理性 　　销售步入寒冬：已现拐点？ 　三、 高房价：绑架中国经济 　　买还是不买？ 　　
刚性需求：我想有个家 　　开发商变化：从疯狂到“猪坚强”　　消费者的变化：弱势群体向理性消
费的跨越 　　高房价下的中国经济 　四、 房地产业：进退维谷，路在何方？ 　　“次贷危机”：警
钟长鸣 　　调控：正在进行 　　财政货币政策全面转身，中国房市迎来利好？ 　　救市暖冬计划将
继续 第八章 百姓民生：衣食住行关乎切身利益 　一、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民生景观 　　金融寒流下掀
起海归人才热 　　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生活正被改变 　二、 物价：CPI，考验百姓神经 　　肉价里的
民生问题 　　亦忧亦喜CPI 　三、 三大支出：压弯了谁的腰？ 　　教育，不堪重负 　　医疗门槛：
谁能让我看得起病？ 　　住房：掏空了百姓腰包 　　三大支出：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四、 全民社保
：千呼万唤不出来 　　社保缺位，百姓不敢消费 　　全民社保，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全民社保，
为中国经济托底 　五、 民生：如何破题？ 　　民生问题源于公共投入不足 　　民生问题的制度性障
碍 　　促进公平：义务教育迈出关键步伐 　　就业为本：困难时期更加保护“饭碗” 　　看病就医
：基础医疗覆盖全民 　　民生改善可期 第九章 收入分配：谁动了我的奶酪 　一、 差距触目惊心，刺
痛百姓神经 　　现状堪忧：愈拉愈大的收入差距 　　前车之鉴：“拉美陷阱” 　　公平分配：千万
里，我追寻着你 　　体制之饬 　　谁会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获益？ 　二、 低收入群体：为什么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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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是我？ 　　失衡的宏观收入分配形势 　　谁缔造了中国低工资的怪圈？ 　　中国收入分配的“马
太效应” 　三、 保证就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就业：民生之本 　　就业：事关收入分配差距 　
　为弱势群体创造平等就业机会 第十章 税收政策：减税也是发展生产力？ 　一、 风暴来临，税制调
整迎契机 　　苦乐不均的税收结构：几家欢喜几家愁 　　增值税：转型时机成熟 　　个税调整：众
望所归 　　利息税：事关百切身利益 　　出口退税有增有减，企业有喜有忧 　　红利税：该不该减
？ 　二、 调整税收能否“药到病除” 　　税收：如何调整？ 　　减税一石双鸟，刺激消费、投资 　
三、 减税：财政收支面临考验 　　财政遇寒冬：赤字飙涨，减税两难 　　税收与房价：不能不说的
秘密 　　支出刚性：财政收支形势严峻？ 　　财税政策：保增长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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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把脉中国经济：危机四伏的经济战车　　一、金融风暴在中国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
次贷危机，对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产生了远超预期的深远影响。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
已经演变成为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　　这场快速蔓延至世界各大工业国家的金融风暴给金融系统带
来了极大的创伤：全球股市持续性暴跌，银行业全面恐慌，外汇市场剧烈波动。金融开放的新兴市场
国家也承受着资本大量外流、流动性匮乏、货币大幅贬值的痛苦。　　在美国，金融业遭受到重创：
华尔街五大投行中两家倒闭、一家被收购、两家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就连全球按资产计算最大的保
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占据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半壁江山的“两房”也难逃被政府接管的命
运。美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巨额救市方案。还没来得及让人们
喘口气，欧洲各大银行纷纷告急，原油等商品期货价格溃不成军，冰岛面临国家破产不保护外国储户
而引发英德两国冻结其相关资产，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担忧与恐惧开始主导着全球各地投资者的情绪
。　　从数字上看，日本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2008年第二季度时，日本经济萎缩近3％。2008年第三
季度时，美国经济也开始萎缩，而欧盟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迅速下滑。预计到2009年上半年，世界三
大最重要的经济体都将处于衰退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佩克、七国集团、二十国
集团等国际组织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寻求并展开联合行动。　　在这个肆虐全球的金融风暴
中，中国部分外汇投资遭受了重大损失，银行受累于美元资产贬值，保险业面临潜在退保潮，外资从
中国股市、楼市中出逃，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分别熄火、减速和动力不足，国内就业形势越
来越严峻⋯⋯种种问题正考验着中国。　　宏观经济下滑，形势严峻　　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放缓，
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我国的经济下滑已经相当严重。受外部需求下降，
国内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居民投资与消费的信心下降。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为9.0％，同比增长大幅下降。分季度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10.6％，第二季度增长10.1％，第三季度
增长9.0％，第四季度增长6.8％，增速连续6个季度下降。　　据我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披露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用电量增速从高位快速回落。 2008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逐月放缓，全年全社会用电
量34 268亿千瓦时，增长5.23％，比上年回落9.57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其中，第四季
度不仅用电量总量最低，而且增速出现超过7％的负增长。按照经验值，这个用电量水平对应的经济
增速应该至少在9％以下。重点行业用电放缓是导致全年全社会用电增幅放缓的主要因素，而更主要
的问题在于出口和投资贡献下降。　　“影响加剧，尚未见底。”现在看来，宏观经济下行加剧正在
进行中，很难判断何时见底，因为未来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经济下行一旦发生，则可能是一个
很长时期。从金融动荡到全球总需求的大幅下降，会存在一个滞后期。因此，对于我国来说，2009年
中期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金融行业遭受重创　　在金融风暴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一
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风暴引起美国股指暴跌，而中国政府曾在华尔街购入大量股票，中国的银行
、基金公司也曾买入大量美国基金。股市的大幅度跳水，使得我国对外金融投资出现亏损，我国的金
融企业、特别是外汇金融企业损失巨大。中国外汇储备也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较大的硬损失。　　仅
从雷曼兄弟破产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的直接影响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的金融机构、投资
者持有较多的次级债券，形成实际损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并且传导到中
国来。　　根据破产文件显示，雷曼兄弟前三十大无抵押债权人主要是亚洲金融机构，包括日本
的Aozora银行、中央三井信托、住友三井金融、瑞穗实业银行、信金中央金库，中国金融机构中中国
银行也被牵涉其中。据报道，雷曼对日本Aozora银行欠款额达4.62亿美元，对瑞穗实业银行欠款额
达3.82亿美元，对花旗集团香港子公司欠款额约为2.75亿美元，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也曾主导给雷曼贷
款5 000万美元。　　自2007年10月以来，中国股市市值也大幅度缩水70％以上。上证指数从2007年10
月16日的6 124点一泻千里，最低时一度探底至1 600点，最大跌幅近73％。而伴随着股指节节下滑，两
市市值亦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据统计，从2007年高点至2008年年底，两市市值已经蒸发了
近24万亿元。　　哀叹不已的股民不禁疑问：我们的真金白银究竟都去了哪里？　　24万亿元意味着
什么？24万亿元比我国2006年全年的GDP还多，相当于建l8条京沪高速铁路，相当于近344个巴菲特资
产的总和。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却在无形中骤然灰飞烟灭。　　不仅是股市市值，受股市暴跌的影响
，多家上市公司老总的身价也急速“蒸发”。“碧桂园”大股东杨惠妍财富缩水高达1 060.5亿元，万
科老总王石所获得股票市值已经损失了近1亿元，其余200余名激励对象账户内的股票，市值损失合计
超过15.9亿元。　　金融风险会逐渐传递，下一步是保险公司。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起因是一系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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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放大、火上浇油，从而形成愈演愈烈之势。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和保险业都是美国金融资金链
条的一环，现在银行和基金都遭殃了，保险公司将是下一波危机爆发的焦点。因为，为了取得信用保
险，一些基金的投资者就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而保险公司又购买了一些MBS（贷款抵押证券等）。
所以，保险公司也存在一些隐患，只是还未暴露出来。　　全球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身陷
次贷危机还未解决，国内的保险业是否能独善其身？　　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已经清晰可
见，而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还远未显示出来。金融风暴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冻结、企业融资的困难、
房地产价格的下调，会使欧盟、美国和日本世界三大经济体几乎同时进入衰退。这对海外市场依赖越
来越高的中国经济来说，其影响和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锐减　　出
口、投资和消费，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已经明显
锐减，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而投资也亟待提振。　　由于美国、欧盟、日本陷入衰退已不可避免，美
国和欧盟市场占中国总出口的40％，在此环境下，占中国GDP逾30％的外贸出口受到外部需求疲软的
不利影响，出口显著放缓，进而将企业利润增长和出口相关的投资同时“拉下马”。沿海地带广东、
江苏、浙江这些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都面临窘境，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上
升。　　除了外部需求疲软，中国国内投资周期也步入了下行阶段，国内投资正在减速。唯一剩下的
“引擎”就是国内消费。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率）就
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在经济增长高峰中，尤其是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更是出现急剧下滑。2000
—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下降到30％左右，下跌了15个百分点。　　企业倒闭引发失业　　
中国沿海出口加工密集地区如东莞、温州等地，由于出口订单锐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已经出现大
批企业停产倒闭现象o 2008年10月15日，位于东莞的亚洲最大的玩具代工商东莞合俊玩具厂倒闭，近7
000名员工面临失去工作的境地。接着另外两家大玩具企业也宣告倒闭，造成数以万计的员工失业和大
批欠薪。　　合俊的遭遇，在珠三角的制造企业中很有代表性。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
：2008年，中国各地已经有超过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有出口实绩的玩具企业比上年同期减
少53％。在珠三角，仅2008年10月上旬，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　　更让人担忧的是：
农民工正成为经济链上最薄弱的一环，面临失业和返乡，恐怕还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从国家相关部
门最新的调研数据来看，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5％-7％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650万-910万农民工因
失业提前返乡。　　近年来，在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新增收
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2009年我国农民增
收带来很大困难。　　农民实际收入的大幅缩水，进而会影响到农村的消费需求。如此庞大的市场，
最近几年才发育起来，尚未形成气候，此后可能会再度陷入疲软。如此，国家扩大内需的导向，又将
被装进农民空空的衣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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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新观察》十大经济主题作为探索触角，面临全球经济危机风暴，中国经济巨轮驶向何
方，从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国经济的现实，以深刻的洞察预测中国经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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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与其说是要了解中国经济形势，还不如说想从本书中捕抓一些专家研究经济的角度，增加自己经
济学方面的知识，这本书个人觉得太过官方，经济类的书建议看一些比较有个性的专家的著作，比如
郎咸平教授的。
2、很不错的一本书，同事满意
3、很有思想
4、把脉中国经济
5、报纸合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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