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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列宁曾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身处百年难遇的金融风暴之中，我们不得不想起80年前同样是始发于美国的那场名曰“大萧条”的
经济危机。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金融就再也不能独立于经济，金融泡沫的破裂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萧条，经
验证实过的真理哪怕再多讲一句都可谓矫情。
　　历史之所以会重复，就是因为人类在周而复始地背叛历史、背叛自己。
为什么选择背叛，这不是一个价值观选择的问题，而是人类贪婪的本性在制度约束不足的情况下，一
次又一次地选择放纵。
人们常说“冲动是魔鬼”，而冲动的背后往往是难以自持的诱惑，魔鬼正是隐藏在这种诱惑之中。
　　作为全球的经济巨擘，美国从二战后就一直扮演着世界经济掌舵人的角色。
如果把全球经济比作一场游戏，那么美国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
如此，纵使存在着博弈力量，但只要经济前进之舵仍然在美国手里，世界仍难偏离美国指定的航向。
　　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之所以造成如此大规模与程度的经济衰退，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已被美国带进
了一个错误的航向，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因此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网络技术泡沫的破灭加之“9·11”恐怖袭击事件一举将美国拖入了经济萎靡的泥潭，民选政府最大的
软肋——“民意不可违”成为经济舵手迷失航向的主要原因。
　　在没有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强劲增长的时期，在新兴经济体十几亿人一举进入全
球分工体系的时期，美国陷入了彷徨，而正是这种彷徨引起了冲动，金融与资产的泡沫成为致命的诱
惑，而魔鬼正隐藏在这巨大的泡沫之中。
　　没有货币的参与，泡沫是不可能被吹起来的。
在资产膨胀的刺激下，美国民众逐渐由保守转为疯狂，强大的财富效应带来的是无约束的消费，疯狂
的消费带来的是巨额的债务，而中国不经意间成为了美国全体国民最大的债主。
　　中国有句俗语：“欠债还钱。
”但这个规矩在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也许并不适用。
不仅如此，货币作为一种不以任何实物资产为保障的信用，其价值与使用范围都不是债权人所能主导
的，而中国手里上万亿美元的货币资产却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用实实在在的产出换来的。
　　次贷危机经过许久的酝酿终于演变成一场金融风暴，它就像一枚金融核弹头，来得突然，来得猛
烈，来得令人震撼，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才能真正镇定下来去反思这场危机，反思危机的缘由，反
思制度的缺陷，反思人类灵魂深处的黑暗。
　　金融危机不仅震撼了美国人，也警醒了中国人。
铁一样的事实让中国人明白：中国仍然在强权者制定的游戏规则里生存，中国劳动人民仍在承受着强
权者的盘剥与压榨，我们要摆脱这种状况仍需要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博弈与斗争，而智慧与勇气则是
我们的资本。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只有背水一战，全力自救，奋起图强。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中国要发展、要崛起，就必须立足于长远，从战略的高度进行观察
与思考，并梳理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改革与转型之路，真正实现强国之梦。
　　基于这样的动机，《自救图强》一书分为上篇“地球村的冷雨夜”（描述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全球主要国家造成的冲击，以及各国所采取的救市措施和实施效果）、中篇“生死转型”（对中
国实体经济的转型进行分析和梳理）和下篇“金融崛起”（分析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脉络，以
及人民币在“后危机时代”的生存和崛起之道）。
全书共十二章，通过对中国的转型轨迹、经济危机中的“自救”措施及其效果进行分析，寻求中国在
本轮全球经济衰退中先一步开始复苏的根本原因，并对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崛起前景进行展望。
　　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2009年全年GDP比上年增长8。
7%，完美地完成了“保八”任务。
基于中国在经济危机后的稳健复苏，日本官方发布报告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超过预期、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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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恶化，日本将结束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位置，中国GDP将在2009年或2010年超过日本”，华尔街
日报也称中国是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
在外国媒体对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实力赞誉有加的时候，中国反而应该冷静下来，理智地分
析现在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的经济现状，正视这令人欣喜的数据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从GDP与中国人口数量的对比来看，中国按照经济总量在世界市场上的排名并不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人口多、底子薄、相对资源少、贫困人口多”；从我国目前的增长模式来看
，经济危机后的经济恢复主要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投资猛增，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
到消费驱动的转型还处于初级阶段。
当经济刺激计划渐渐撤出的时候，我国国内需求能否被这一轮大规模的刺激持续拉升，还是一个问题
。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转型都仍在进行当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转型过程极
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带来影响；此外，中国还需要为避免通胀、遏制资产泡沫做出努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在崛起之路上也并不一定会一帆风顺，近来中国与某些国家频发的贸易战就是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另外，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方面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干涉也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
小觑的障碍。
　　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对中国经济进行评价时认为，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事实
上，中国经济的确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一个正视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政府，以及较高的储蓄作为对政策实施的支持
。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救”、在“后危机时代”的“图强”，为世界市场的主流模式提供了一种新
的选择，中国模式的阶段性胜利为中国的崛起开拓了足够大的舞台，而此后中国的发展，则要依赖中
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掌控能力、对国际关系甚或国际市场博弈的处理技巧以及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但中国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并且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能够在危
机中为世界带来希望，也是我们对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崛起抱有足够信心的原因。
　　王俊峰于清华园　　201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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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世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遭受了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最大的打击。
为避免经济形势恶化，中央政府出台了各种有力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并最终成功实现“保八”目
标，其快速恢复能力让世界为之惊讶。
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市场变得愈加复杂，改革过程中积聚的老问题和“后危机时代”激发的各类新
问题一并出现，中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产业结构的完美转型？
人民币如何才能在困境中突出重围？
低碳经济又将带领中国的产业走向何方？
中国经济要实现新一轮的腾飞，必将迈入新的求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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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WTO与“鲶鱼效应”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他们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它们活着抵港
，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
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运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一回到码头就
死了，即使有些活的也是奄奄一息。
然而，有一位渔民的沙丁鱼却总是活的，而且很生猛，所以他赚的钱总比其他渔民多。
该渔民严守成功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才发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
原来当鲶鱼被装进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己分子后，就会紧张
起来，加速游动，如此以来沙丁鱼就会活着回到港口。
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也被称作“非同类刺激”。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是唐代世人卢纶写的《塞下曲》，说的是飞将军李广一次在夜里外出，猛然间发现前方草丛里卧
着一只老虎。
李广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引弓射虎。
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被射死的老虎时，才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巨石。
原来是将军晚上看走眼了。
再看那支箭，箭镞竟然深深地插进了石头里。
李广暗暗称奇，随即弯弓复射，却再也没有把箭射进石头里。
　　从上面的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恐惧往往能够激发动物或人的“超能力”，生命力和战斗力也
只有在求生的本能驱动下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市场是由人的逐利活动组成的，生存与淘汰是市场参与个体永恒的话题，因此市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同样受人类心理学定律的影响，而“鲶鱼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因此同样可以在经济领域发挥
其应有的效用。
　　市场经济之所以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是因为竞争是市场的基本环境，而优胜劣汰的市
场法则逼迫市场参与者必须使出看家本领，而效率的竞争是残酷的，资源配置最终会在竞争中得到最
大化。
相反，在没有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将失去求生的本能，市场将如一潭死水，而这则意味着效率的损失
和资源的浪费。
　　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的市场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已经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中共十四大”上得到了确立，
但中国的市场活力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激发，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企业粗放型生产造成效率的损失，环
境污染问题严重。
另外，在国家宏观调控方法尚不成熟的时候，国内经济波动较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大规
模的通货膨胀，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又经历了一轮长的通缩周期。
宏观环境的不稳定也让国内企业渐渐得了“调控恐惧症”。
　　中国企业效率不高与当时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有很大关系，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阻隔了
来自国外的竞争，在缺少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安于现状、闭门造车，不愿引进国际先
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管理松散、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远低于国际标准，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当属尚
未改制的国有企业。
由于长期接受政策上的特殊照顾，国有企业养尊处优，缺少变革的动力和激情，长此以往，他们大都
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竞争力，更不用说能独当一面的核心竞争力。
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已经显得狼狈不堪，大都依靠政策照顾和垄断利润勉强支撑，面对加
入WTO之后即将涌进国门的“八国联军”更是惶恐不安，大呼“狼来了”，以至于“中国崩溃论”的
言论开始出现。
　　但事实并不像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并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崩溃，相反，中国的市场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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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了彻底的激发，积聚已久的能量在入世后喷薄而出，经济的火热程度神似当年的“南泥湾”，
但这一次不是在西北，而是在东南。
“狼”确确实实来了，但国内企业并没有表现得像待宰的羔羊，而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利用
一切资源和优势，积极展开技术升级和管理引进，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引导下合理地利用外资
，努力改变自身之前效率低下、管理松散的缺陷，培育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证明，外资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以管理和利用的一种外力。
竞争者的出现犹如在中国的“鱼槽”中引入“鲶鱼”，中国企业为求生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方法，不仅激活了市场，更激活了企业。
如今，海尔、联想、华为等品牌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不仅走出了国门，更实现了国际
化的大跳跃。
　　与此同时，政府前期进行的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和中央部委的改革已接近尾声，改革给中国经济
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尽管后来有学者对这次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存有异议，但从近几年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来看，我们
认为国企改革和裁撤各工业领域主管部委的做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它一方面一举打破了在中国积弊已久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强行将企业推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激活
了市场潜力；另一方面，精简了经济管理部门，减少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即减少了经济运行成本
，为后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
国企改革让之前中国国企“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赢利”的时代成为历史。
如今，国有企业的赢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规模较小的国企绝大多数都已经过改制民营化，规模
较大的经过合并或重组，赢利能力很强。
　　从2002年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中国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
发展的势头。
自入世之后，农业、钢铁、汽车、家电、IT等若干之前落后的产业都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传统的加
工制造业更是发展迅猛，产品销往全球，立即形成了一股“中国制造”的浪潮。
中国，开始被人称为“世界工厂”。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即创造性破坏”理论，其从影响力来
说可以说是研究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鼻祖。
创造性破坏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当经济周期循环到谷底的时候，也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
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
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经济的不景气是促使企业进行改革创新的最直接动力。
创新通常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并且风险系数很高，在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企业单靠自身的求
变意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起持续有效的创新行动。
尽管某些企业家凭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领导力能够带领企业不断实现技术或管理的创新，但毕
竟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仍是少数，不能将之推广至整个经济社会。
　　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成功引进了能激活中国市场活力的“鲶鱼”，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经济，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发挥了比较优势。
虽然说出口贸易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是中国经济起飞的
翅膀，是带领中国各产业振兴图强的龙头。
虽然中国没有声称贸易立国，但飙升的外汇储备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是一个
外向型经济体。
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人发现，倚靠出口增长为主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也同
样具有不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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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救图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崛起》解读中国避局，剖析资本时代中国崛起之路。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机遇与考验，中国如何实现腾飞梦想？
　　金融危机不仅震撼了美国人，也警醒了中国人。
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煎熬后，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大范围复苏的迹象，但国际市场却变得愈加复杂。
　　中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产业结构的完美转型？
　　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能否保证经济增长与稳定？
　　人民币如何才能在困境中突出重围？
　　低碳经济又将带领中国的产业走向何方？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考验与机遇并存的局面。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代契机。
中国将向世人展示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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