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再平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再平衡”>>

13位ISBN编号：9787802345904

10位ISBN编号：7802345901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中国发展

作者：刘杉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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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再平衡”>>

前言

　　刘杉一直在写专栏，写博客。
收到他发来的书稿才知道，几年间，他竟写了这么多。
刘杉是经济学博士，而且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财经专家，但是，看了这些文字，我觉得他作品的价值
，其实在于作为经济新闻评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评价和认可
刘杉的文章。
　　我和刘杉相识于1989年，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副手，可谓颇知根底。
平时谈起来，他不是很喜爱报纸这一行，总是感觉没有“自我实现”，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他干
了20年报纸，而且始终在一家报社，其个人成就由此展现。
命运作弄人，刘杉便是一大证明。
　　我觉得，刘杉的博客和专栏文章，其实就是经济评论和杂文，这些作品成功地体现了一种新闻专
业主义精神。
他是经济学专业科班出身，本科、硕士都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后来，还在南开读了在职博士。
他有经济学理论功底，作品中也可见到不时征引的经典论著。
不过，他引用的目的不是掉书袋，更多还是新闻评论的要求：更深刻地理解，更准确地表达。
经济学教科书常说，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这意味着以真实的世界加深对原理的领悟，证实或证伪经济学者的观点，也要求严格以经济学原理观
照社会现象。
刘杉的作品显示他确实是努力地“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从而写出了有价值的经济新闻评论。
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人不少，成为大经济学家者不过是凤毛麟角，刘杉最终选择了做“像经济学家一
样思考”的新闻人，这个选择，不管当初或人生中途是不是后悔过，从其结集作品看，其实是正确的
、有意义的选择。
“男怕入错行”，刘杉入行没错。
　　细读这本书，可以看出刘杉身为新闻人的敏锐多思。
他勤于捕捉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内涵，发掘经济现象的复杂，使文章读来不仅有味道，而且有力量
。
他的这些“经济杂文”也较好地体现了杂文特有的短小、活泼、锋利的特点，颇见作者性情。
刘杉对房地产行业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这本书中有整整两章是专门写房地产的，其他章中也常有涉
及。
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而且因为它事关民生，事关社会公正。
从这些文章中能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愤怒、无奈和期盼，以文度人，刘杉可谓学者型记者，仍是
性情中人。
　　至本书出版之时，刘杉已从事新闻工作20年。
人到中年，今后的刘杉会走在哪条路上？
我不知道。
希望本书在刘杉作为新闻人的职业征途中，是里程碑，不是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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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全球经济失衡。
作为全球化红利最大获得者，中国经济不得不在“后危机”时期被迫进行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
世界经济若再次实现均衡，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再平衡”。
    由于中国经济要素价格扭曲，货币存量高居世界首位，使得中国经济处于泡沫化生存状态。
中国“再平衡”过程中的公共决策过程，更是社会福利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
因而，透过资产价格的迷雾，探寻泡沫形成的真相，对于转型中国尤为重要。
    本书在对经济事件和宏观政策进行审视同时，力求寻找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经济机理和应对之策，
从而为关注增长和改革的读者提供新的观察角度和分析语境。
    本书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人士，具有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长期秉持独立、自由、批判之精神，
观察分析中国经济与政策，因而其揭示的经济实相，视角更独到，体察更敏锐，观点更犀利。
    作者就失衡的增长、房价“庞氏骗局”、真假调控、物价不涨之谜、股市“动物精神”等话题展开
评论，全方位透视了中国经济失衡根由，不失为解读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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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坚持“以新闻人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对中国经
济乃至世界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对经济趋势有着准确的判断。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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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失衡的增长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失衡的危机　泡沫化生存　“保”情结　“万亿”大问
题　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　“杠杆化”后遗症　二次探底存疑　“反周期”，更要“反失衡”　恢复
增长不会太简单　无就业复苏　勿沉湎于出口称冠　先涨工资后消费　产能过剩不是市场的错　刺激
政策要不要退出　上手容易脱身难　病态“国企热”　“买国货”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制造”卷土
重来　转型需要制度撑　中美博弈促中国转型第二章　疯狂房地产　没人说房价会跌　高房价阳谋　
“庞氏骗局”　催生“中国式”危机　中式泡沫对日式泡沫　房价的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楼市“三
大怪”　股价先拐，房价后拐　要不要开发商　升值、热钱与房价　奥巴马与中国楼市　跟着政府炒
房　“伪预测”　炒地“哼哈二将”　暴利是如何炼成的　谁在偷着乐　油价、反倾销与房地产第三
章　假调控？
真调控！
　调控蹦极　半山腰救市　楼市不该有“政策底”　别拿空置率说事　谁忽悠住房产能过剩　中央部
委各吹各的调　纠结的政策　星空中找北　银行绊脚石　央行很暧昧？
　抓住牛鼻子　两个市场两手抓　土地增值税到底伤了谁　楼市繁华似水流　北京房价会不会跌五成
　谁来保障“保障房”建设　把经济适用房“围起来”　压房价，防通缩　且莫为房产税叫好第四章
　货币物价之谜　钱多，物价为何不涨　温和通胀跑不了　房价上涨算通胀吗　狂发货币，谁是牺牲
品　张悟本炒高了绿豆？
　通胀可怕，预期难管　不要急着说通缩　货币政策总是慢半拍　央行常打马虎眼　猫抓老鼠游戏第
五章　金融问号　能不能打倒美元帝国主义　全球货币“再平衡”　国际货币改革的中国利益　人民
币如何应对奥巴马　美国的人民币困局　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搭配　升值两面观　博弈平衡点　
美国财长安的什么心　雷曼兄弟今安在　“圈养”金融机构　中投如何应对成本压力　不是山寨淡马
锡　金融五大问题如何解扣　投资商资本主义挑战　自由化盛宴的最后一道菜第六章　股市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　中国会不会拯救“两房”式危机　“不救市”为何不能成为话题　股市不要“大字报”
　民族主义要不得　“半夜鸡叫”启示录　印花税不能治病　基金吹泡泡　“泡沫论”被泡沫淹没　
成思危周期　市场暴跌行为学分析　非理性繁荣的理性对策　第三种阴谋　“大跃进”要不得　从一
股独大到内部人控制　当心创业板唱“走板”第七章　改革困惑　重新认识改革社会基础　市场化改
革的缺位与不足　央企不仅要退出房地产　国企“一刀切”　如何启动民间投资　要解三道题　规制
与寻租　扩大就业不能靠合同　打黑与教改　职业教育才“值钱”　新医改无法“包治百病”　经济
学家缘何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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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取得飞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世人瞩目。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更是超高速增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达市场外需扩大了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从而导致总供给也急速增加。
但繁荣的经济背后也酝酿着危机。
中国经济总供给扩张同时，也使得内部结构逐渐失衡，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存在投资和出口依赖症。
政府对保持经济增速的重视，超过了对就业和民生的重视。
GDP经济使政府过度关注增长速度。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维持经济稳定就是维持增速，而维持增速的最好办法就是扩大投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其实质是发达经济体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
随着危机深化，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和居民消费呈现“去杠杆化”趋势，这使得全球贸易总量下降
，中国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受到抑制。
　　面对危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货币供给来刺激实体经
济增长。
特别是美、英、日等国，纷纷实行“零利率”政策，以图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向市场注入
流动性，解决实体经济资金不足问题。
　　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尚未经历过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周期。
习惯了对付经济过热，不知道如何应付通货紧缩。
俗话说，“冲动是魔鬼”。
中国实行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说带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但政府投资带动了信贷狂潮，进
而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
2009年，中国新增信贷达到9.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前两年新增信贷总和，而货币供应量则猛增30%。
　　冲动的政府投资和超量的信贷与货币供给，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中流动性泛滥，进而触发了房地产
资产泡沫和新一轮产能过剩。
或许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用了过量的药，使本来的缺钙症状演变为发烧不止。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进入2010年，中国经济崩盘论甚嚣尘上。
有境外媒体甚至称，中国经济可能在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崩盘。
　　这让人想起北京奥运会前夕，也有媒体预测中国经济在奥运会后崩盘。
现在来看，这种说法不免有些杞人忧天。
不过今非昔比，当下的中国经济与奥运会前已大为不同。
经历了宏观政策刺激后，中国经济系统中存在着过剩的流动性，房地产价格飞涨，资产泡沫严重。
同时，地方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大举借债，这使得地方政府不断集聚信用风险。
　　境外人士正是看到房地产泡沫膨胀和地方债务风险，而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对此满怀忧虑。
　　比较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险性更为严重。
因为政府多次政策调控带给市场的预期是，房价永远会涨。
这使得投机行为盛行，泡沫急剧膨胀。
然而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房价，如果对其放任自流，一旦货币供给趋紧，房地产市场必
然崩盘。
　　道理似乎很简单，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利益关系复杂，政策博弈持续进行，使得政府无从下手，也
不愿下手刺破泡沫。
不过政府对房地产的绥靖政策似乎到了拐点。
因为除了经济风险日增以外，民怨也在沸腾。
或许，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虑，让政府不得不有所动作。
　　4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信贷政策。
政策规定，对购买首套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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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
　　这是中国政府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了真正有用的政策手段。
这种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有对泡沫经济崩盘的担心，也有对社会安定的忧虑，更有政治博弈的较量。
不管怎样，中国政府终于开始做正确的事情了，这也让那些担心中国经济崩盘的人士略微松了一口气
。
　　不过，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也将受到影响，这使得地方债务风险
有所加大。
尽管如此，地方信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极低。
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制国家不同，地方政府信用实际与国家信用相联系，中央政府不会坐视
地方政府出现财务危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化解潜在风险，同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债务风险，并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却大量推出地方经
济规划，鼓励大规模的投资行为。
这种矛盾做法，使得未来财政和信贷风险继续集聚。
　　以中国现有经济规划，不愁房地产降温后没有经济增长点。
有如燎原之势的地方投资，很可能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保持一定增速，但这种增速的背后可能是产能过
剩、财政负担加重和信贷资产风险。
即便财政不出问题，银行信贷风险却是与日俱增。
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如果房地产行业能够平稳着陆，中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但崩盘风险或许能够化解。
同时，在谨慎乐观同时，也应当心房地产热卷土重来，特别是地方经济规划可能变相掀起新一轮房地
产投资热。
　　失衡的危机　　中国经济的诸多结构矛盾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
返过头来看，中国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推动者。
　　2008年10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如何看待危机爆发原因，东西方学者观点迥然不同。
　　西方流行一种言论，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
这种观点以西方的视角看问题，在传统经济理论无法找到危机爆发合乎逻辑的经济学解释后，他们一
味地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这是学术霸权的体现。
不可否认，如果认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源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那么，作为全
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必然存有检讨之处，但中国的问题绝不在于储蓄过度。
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源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消费习惯，其并不是导致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和美国过度消
费的主要原因。
当然，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根子在美国，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美元泛滥，以及华尔街的
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位。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普遍性的观点仅仅看到金融危机爆发的表面诱因，而没有找到全球失衡的内在根
源。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置身其中的人们很难找到危机的真相。
不过，经济学家们对美元问题却几乎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无疑，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先天不足。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建立了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其自诞生之日
起就存在着“特里芬难题”，即美元若保持币值稳定，就要稳定流通中美元的数量，但这会抑制全球
贸易增长：而若要支持不断增长的全球储备需要，美国就要保持长期逆差，美元就要不断增发，而这
会导致美元贬值。
多少年来，美元就是在两难中悄然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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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全球贸易大幅增长，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对美元储备需求增加，这使得美国处于长期逆差状态
，最终酝酿了美元资产负债表危机。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再平衡”>>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细读这本书，可以看出刘杉身为新闻人的敏锐多思。
他勤于捕捉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内涵，发掘经济现象的复杂，使文章读来不仅有味道，而且有力量
。
他的这些“经济杂文”也较好地体现了杂文特有的短小、活泼、锋利的特点，颇见作者性隋。
　　——胡舒立原《财经》杂志主编　　　　刘杉先生一向以敏锐的视角追踪宏观经济趋势，评论资
产市场走向，许多独到的见解常常令人拍案称快，而诸多对时弊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
　　——黄益平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从疯狂地产到动物精神的股市
，从物价涨跌到迷雾重重的金融，刘杉用平实的笔调触及中国经济的每个角落。
多年来，“中国经济是个看不懂的谜，但它管用”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但本书对真真假假的调控
发出了疑问，对增长的长期失衡产生了忧虑。
中国经济在发烧之后，是更令人困惑还是将遭遇困境？
刘杉给出了他的思索和忧虑。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在过去30年中，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经
济政策如此密集，经济事件如此复杂，经济变化如此迅速，经济观点如此分化。
同步观察和评论中国经济的进展，需要深刻的洞察能力。
在这本书中，刘杉先生充分展现了这种深刻的洞察。
　　——刘坚《经济观察报》社长　　　　刘杉是这个时代具有纯正意味的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观察
与思考，都是为了坚守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寻找一种经济学的智慧。
在这样的意义上，刘杉的写作，不仅造就了他自己的独立话语体系，而且让他的读者们也渐渐学会了
用经济学来思考。
　　——苏小和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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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心血力作！
　　冷静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大胆勾勒未来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产能过剩是市场的错吗？
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
钱多，物价为何不涨？
如何启动民间投资？
经济学家缘何庸俗化⋯⋯拨开层层迷雾。
道出时代真言！
　　原《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倾情作序，黄益平、钟伟、刘坚、苏小和等社会名人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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