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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国兴衰的驱动力思考大国兴衰的驱动力思考　　　　价值中国网创办人林永青　　韩和元先生
的新书《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
——金融危机最早预言者的再次警示》再现了战后的日本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迅速崛起的波澜壮阔
的历史过程，通过翔实的数据，丰富的素材以及严谨的论证解码这两个一衣带水的东方经济强国在不
同历史时期创造的发展奇迹。
作者站在今天的战略高点，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日美竞争与中美竞争两场不同时空下东西
方博弈进行复盘、比较，试图在历史斑驳的踪迹中寻找通往未来的道路。
这是一部非常适时和十分必要的作品，帮助并警醒我们要以最大的审慎态度去关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
发展战略。
读完韩先生的书，掩卷遐想，脑海中不时浮现着两个问题。
　　　　一、 中美博弈与日美博弈的同与不同　　韩先生基于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
重蹈日本覆辙”这个命题。
因为中日两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中日两国是有共同点的。
　　从发展的进程看，今天的中国正在重复日本在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
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达10.9%，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到1970年，其经济总量先后超
过法国、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20世纪80年代，趁美国发生“滞胀危机”，日本资金大量流入美国，大量收购美国的企业、工厂、房
地产等实物资产，美国人惊呼日本人要“购买美国”；相似的，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一
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预计2010年将超越日本从而在世界上居二望一
。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首先全面复苏，中国商界和媒体界甚至有人适
当或不适当地喊出了“抄底华尔街”的口号，历史何其相似！
　　从发展的策略看，中日经济发展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
例如都偏向于国家大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类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参见学者何新等人的作
品），都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
韩和元先生在书中，虽然对于出口贸易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这一指标是不是有意义的指标，做出了
论据充分的讨论，但我们还是不可低估“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在过去三十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性。
　　从发展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问题看，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遇到的类似的国内外问
题。
例如国内资产泡沫化，大量资本流入股市、房市等领域，收入差距拉大、内需不振，人口老龄化、劳
动力成本优势难以为继；国外面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干预政策；中国甚至还面临分配不
公的特殊历史问题。
　　但是这两场博弈毕竟是不同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因为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经济总量和世界影响的重
要程度，可以把它们视为东方向西方发起的两次挑战。
而日本第一次挑战失败的先例并不必然会成为中国第二次挑战失败的阴影，因为从所处的时代、国际
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中日双方都没有可比性可言，从学理上和实证论据上讨论，“重蹈日本
覆辙”也许是个假命题；以审慎乐观的态度预测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我们也希望事情能够朝着
积极的方向发展。
　　从中日两国各自所处时代区分，日美博弈正酣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逐步压制以苏
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最后导致苏东联盟土崩瓦解的时候。
冷战氛围依然浓厚，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不可动摇，西欧、日本等小兄弟国家还要仰仗美国的
军事保护，经济上虽然互有竞争，但毕竟不敢完全放开手脚。
而中美竞争的时代背景是在“超级大国的两极体系崩溃”、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加快发展的时代
，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的实力有所削弱，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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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打折扣，建立单极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梦想已经搁浅。
世界已经完成了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分裂重组。
　　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日本在政治上还没有解决战败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被限制在美日政治
军事同盟的框架内，在国际上没有政治话语权和对外战争权，难以作为政治军事力量的一极。
而中国已经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频频现身国际舞台，在发展中国家有深厚的基础。
经济上，不管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市场容量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美国相比，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性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
可以说日本是搭美国的便车，而中美关系更多是互补，美国发展高端服务业，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
短期内这种分工较为明晰，互补性也较强，即使国际市场发生逆转，通过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依然可
以化解危机。
　　从国际环境来看，日美博弈的时代正处于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初期，互联网、通信、交
通运输技术较今天仍然很落后，国与国之间的依赖程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因此日美博弈竞争多
于合作。
今天的世界，全球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与国之间空间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樊篱，人
类也面临着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传染病、恐怖主义等共同问题。
它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而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
因此，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无论从意愿上还是从现实主义立场看，更倾向于寻找双赢，而不是简
单地一方吃掉另一方。
因此，美国并没有实力，从长远利益来看，也没有必要搞垮中国。
　　有一项重要的例证：就是当年美日在金融和货币体系领域的博弈——日本最近10～15年以来的经
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直接压迫下的日元升值的结果。
而21世纪前10～15年的今天，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虽然也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
析，也不可能达到当年日元升值的程度和美国所单方面企望的后果。
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大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干涉和胁迫其他国家的货币汇
率。
这也释放出一种信号，表达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决心，当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和政
治信心。
　　　　二、 大国兴衰的终极逻辑是什么？
　　上述分析绝没有否定韩先生的忧患意识，及其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应该从以
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镜鉴，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做更好的思考。
书中缜密细致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韩先生借鉴了很多知名学者的论点，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其治学的严谨和视野的开阔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以解码日本经济奇迹为例，韩先生详解了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计划到20世纪80
年代日本“收购美国”的历史过程，列举了“掠夺说”、美国扶持说、都留重人说等观点，通过阅读
，我们对日本的崛起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
　　不仅如此，作者的分析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分析，而是细致到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具体可以总
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美国对日改造政策、扶植政策为日本经济发展扫除障碍，此“时”也；美国把日本作为遏止苏联和中
国的太平洋岛链的重要一环，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特需供应刺激日本经济增长，日本也利用岛国的
海港之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此“地”也；日本人比较重视储蓄，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充裕资金，
日本人较为重视教育，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日本人有深重的危机意识，全民拼命工作，又实施了
正确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此“人”也。
　　韩先生最后引用罗伯特?J?希勒博士的话做结尾，世界上绝大数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一直强调，“历史一定是综合历史的结果”；经济学家哈耶克甚至强调，“
偶然性也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个事件都是由众多的因素堆积起来的。
　　但是，不妨借鉴一下实用主义的工具立场，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系列的因素背后一定有它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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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终极动力或者终极逻辑，也方便从实践维度提出一个操作性的假说。
韩先生在书中已经提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在这里我提出来作为本书的一个补充吧。
——财富增长的终极逻辑是知识的创造！
　　希望每个读者都能从本书中体会到韩和元先生想要传达的主旨，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
我们如何去看待隔壁岛国上的邻居？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中国奇迹”这个梦幻的泡泡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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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自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世界看中国”、“中国救世界”的论调不断被媒体抛出，甚至有报
道说美国效仿“中国特色”，于是，中国举国抱着“西方停滞不前、中国一枝独秀”的陶醉无限意淫
。
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我们甚至认为这场危机并不是让中国毫发无损，中国经济今天轻松地就返回了
正轨，反倒是我们的忧虑所在。
本书作者从多个角度对比日中两国的经济历史和发展形势，针砭时弊，引经据典，阐述了中国目前的
危险前景。
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许今天光鲜的表面却在为明天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埋
伏笔。
对于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表现，那些只要对日本泡沫经济的起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感到后怕而绝对
不是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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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和元：（Pierre A Hanson）
来自湘西，身上仅流着1/8的汉族血统的伪汉。
却曾以中国子民的身份先后供职于美资的经济研究所、投资管理公司，并出任后者的合伙人兼首席经
济学家。
美国《经济观察家》杂志认为，韩和元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早预警者。
出版有经济著作《告别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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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国兴衰的驱动力思考
　——价值中国网创办人林永青
自序
引言：中国经济真可幸免于危机之外？

第一篇：邻居和我们
　第一章：从日本“第一”到中国奇迹
　　楔子：绚丽的中国2009
　　第一节：隔壁的日本
　　第二节：总是跑偏的预言家们
　　第三节：我们自己的奇迹
　第二章：破译“中国奇迹”
　　第一节：中国经济没有谜
　　第二节：有人又有钱
　　第三节：咱们中国有智慧
　　第四节：世界级的“经济助推器”
第二篇：望闻问切说“内伤”
　第三章：营养不良的根底
　　第一节：危险的富士山倾向
　　第二节：日本“病例”
　第四章：兜里揣着的钞票还稳妥吗？

　　第一节：到达极限的98经济新政
　　第二节：出口还是自销
　　第三节：失去平衡的分配机制
　　第四节：利息少了，钱往哪里花？

　　第五节：“两座大山”的困惑
　第五章：身后的人还有那么多吗？

　　第一节：劳动生产率这个怪东西
　　第二节：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第三节：气喘吁吁的老龄化
　　第四节：拖后腿的要素
　　第五节：退缩的底气
　第六章：人民币升值不是好办法
　　第一节：让历史教育我们
　　第二节：日元升值综合症
　　第三节：货币失衡的根源
　第七章：倍增计划的药效
　　第一节：扩大内需势在必行
　　第二节：走向繁荣的宽广大路
　　第三节：共同的计划
　　第四节：不可被忽视的中国影响力
　　第五节：至关重要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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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们和世界
　第八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一节：危机不只是属于欧美的
　　第二节：泡沫过后的国王新衣
　　第三节：反思传统消费价值观
　　第四节：新的革命，新的重建
　　第五节：自然的恩赐
　　第六节：我们没有“公有地”
　　第七节：打折未来的利益
　　第八节：没有“东方”“西方”，只有世界
　　第九节：价值体系的边缘
第四篇：“第五次工业革命”
　第九章：碳排放的冬天
　　第一节：“碳发展”
　　第二节：转型期的到来
　第十章：低碳经济来了，我们拿什么应对？

　　第一节：中国必须学会关注整个世界
　　第二节：穿上“低碳外袍”
　　第三节：金融助力低碳经济
第五篇：邻居走错门，难道我们还要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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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不高兴！
　　● 在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的80年代，日本的民族情绪开始高涨。
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前提下，日本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对世人大声说道：日本可以说不！
　　□ 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如今处于世界金融危机当口的中国。
当西方世界仍处于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中国经济却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族自豪感也就油然而生，中国的中产阶层对着世人也学着当日的日本人一样，
说：“中国不高兴。
”据说这话典出《天下无贼》里的：“黎叔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　　● 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建一说，今天的中国人的心态与80年代后期日本人的心态很相似，80年代
的日本人对房地产的心态是：大家拼命买房，担心现在不赶快买将来价格会更高。
大家从不怀疑东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中心的说法，相信地价必然上升。
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足：日本国土面积是美国的1/25，人口是它的1/2，上升是必然的。
日本陷入到全民幻觉之中。
大家都认为，东京将饱和，要建设第二个东京、第三个东京。
　　□ 事实上这种沾沾自喜的情绪在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中也在近乎于疯狂地蔓延。
外国记者和研究者惊呼中国崛起，中国人一开始将信将疑，慢慢就信以为真。
世界舆论的表现，在我们看来更像当年与日本相关言论的翻版，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将论调
的中心重新预设一回变成中国而已。
　　　　让老百姓苦恼的房价　　●日本房地产市场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大幅上涨，住宅土地价格
在10年中上升了3倍左右，之后大幅下跌。
在后来的17年里，住宅土地价格下跌 50%。
　　日本房地产大崩盘必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住房真实需求的下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
日本人口在1990年左右出现的断层现象和目前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
从人口分年龄组结构来看，1990年日本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比1980年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下降了20%，
人口断层导致日本房地产市场真实需求下降，加速房地产价格下跌。
　　□ 从1998年到2007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10年高速发展。
在住房体制改革、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和人口红利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下，住宅年销售量增长了 7倍，
年销售金额增长了13.6倍。
 　　未来10年，中国25至34岁年龄段人口将出现30%的下降，城市化进程已经放慢，未来10年城镇真
实住房需求增长也将放缓。
过去几年房地产高达20%以 上的投资增长在未来难以维持，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可能出现较大回落。
房地产是目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核心动力，其漫长的投资链条和巨大的财富效应，对投资和 需求都
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超越美国！
　　● 至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海外的资产，便已由1980年的115亿美元，猛增至1987年的2407亿美
元，到1991年时，已是3831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纯债权国。
　　● 曾经沸腾于世界传媒上的：日本“对美国说‘不’！
”称要“买下美国”的舆论观念，就是在该阶段所产生的。
　　● 面对汹涌而来的日本资金，美国人在享受这些资金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又感到非常害怕，同时
也激起了美国人的恐日和反日情绪。
1988年，夏威夷的美国人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购买当地的土地和财产，呼吁政府从法律或宪法上
加以限制。
美国媒体也开始发挥想象力大造舆论：日本人未能通过轰炸珍珠港战胜美国，现在决定购买美国，首
先是购买珍珠港，然后是购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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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人民币3624亿元增加30.067万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外汇储备从1989年的55.5亿美元已增加到现在的1.95万亿美元，远超于日本，居世界第一位。
　　□ 美联社在新闻评论中常喜欢用“中国虎”来代表中国；《时代网络在线》给中国的称号则更为
吓人——“新的超级大国”；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则在他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的封
底写道：“中国已经醒来，世界正在颤抖⋯⋯世界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
变世界，今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　　　　捉摸不定的汇率？
　　● 在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的视角里，1949年美国制定的日元固定汇率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使
得日元实际上贬值了，因此有力地刺激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
同时，日本政府也通过行政手段一直维持低利率政策！
　　● 80年代后期，与日本发生的贸易而赤字高挂的美国及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的长期盈余结果，
持有严厉批评态度，对日本货物出口到西方各国的状况，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制裁决议，以限制日本
商品进口。
1985年9月，美、英、法、西德与日本五国财长，发表了“普拉扎协议”，日元被迫升值。
　　□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下，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
这于当时的确起到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的效果，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过去，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走低
，人民币也随之相应走低。
同时，人民币同美元相比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换言之，1998年制定的汇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人民币实际上贬值了，因此有力地刺激了中国的制
造业的出口。
　　□ 可如今，西方世界紧紧地盯着中国的汇率制度，对一直维持低汇率的中国百般刁难。
而中国自己，也在进行着“人民币升值抗压测试”，妥协之势越演越烈。
　　　　婉约的东方美德　　咱有钱！
　　●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为筹措资金而背上沉重的外债甚至陷入
债务危机的国家也屡见不鲜。
日本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日本国民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是最高的。
如果按照“平均消费倾向+平均储蓄倾向= 100”的公式推算，2001年，日本家庭的平均储蓄倾向
为27.9%。
　　□ 国民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目前中国有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这是支持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摩根斯坦利的研究部在2007年公布了一份数据，数据显示：2004—2006年，美国国民储蓄率只占国民
收入的1%，创历史新低。
而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家庭储蓄率约为收入的30%。
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狂放的东方美德　　咱有人！
　　● 战后大量的失业者，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大量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为市场
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劳动后备军，这种市场供求结构也大力地减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正是这样的条件
下，从而使得日本得以实现低工资率，进而得以将该国的比较优势予以巩固。
　　□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别国的艳羡中，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成为一张
世界级的中国名片。
然而，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警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
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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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希望每个读者都能从本书中体会到韩和元先生想要传达的主旨，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
我们如何去看待隔壁岛国上的邻居？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中国奇迹”这个梦幻的泡泡中醒来？
　　——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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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郎咸平：是什么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
　　谢国忠：“日本病”威胁全球！
　　《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福本智之：当下的中国和二十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
　　　　要问当今最热门的话题，非“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莫属！
深入浅出的讲解，详尽通俗的讲解，为你破除未来经济走势的迷雾。
　　轻而易举摆脱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日本，在迎来了繁荣高调的“日本第一”后却跌进了“失
落的十年”。
　　巨额的贸易顺差、望而生畏的楼价、让西方国家虎视眈眈的汇率⋯⋯这些巧合的现象不仅仅是历
史的相似，更是一声声的警钟在鸣响。
与日本繁荣年代相似的“中国奇迹”深享着当日欧美国家所给予日本的“礼遇”，无论是崇拜还是害
怕，当前整个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着冉冉升起的中国，就如同当日整个世界对日本所施与的一样。
日本正是在这种注目礼中，慢渐地陷入了乐观预言的悖论里。
那么我们又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那些并没有洞察力的的美国人的乐观预测后的悖论怪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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