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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举国体制：重振中国足球的最后选择    2011年10月11日，中国足球又一次跌到了谷底。
中国国家队在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20强赛中不敌伊拉克队，自2004年开始，中国队在正式比赛
中还从未战胜过伊拉克队。
即便有“喜从天降”的种子队资格，即便是被认为分到了最为理想的一个小组，而这样的结局无疑给
中国男足当头一棒，冲击世界杯的旅程刚刚开始，前途却已一片黯淡。
    赛后，足管中心主任韦迪曾表示在中国搞足球，不论是球迷还是足协官员都很辛苦，未来要寄希望
于青少年足球，中国已经彻底沦为亚洲的三流球队，想要再进世界杯，或许得用十年的时间。
    不仅仅是男足，曾是世界强队的中国女足，现今的水平急剧衰退。
中国足球成为扶不起的阿斗，一次又一次地伤了球迷的心。
巍巍神州，找11个踢球的就这么难吗？
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里？
谁可以拯救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吗？
这些都似乎成为世纪命题。
    与中国足球的窝囊相比，中国的女子网球在2011年却展露惊鸿一瞥。
    2011年6月4日，李娜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夺得苏珊·朗格朗杯。
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网球大满贯赛事的冠军。
同时世界排名升至第4位，追平日本选手伊达公子创造的前亚洲女子网球最高排名。
    李娜的夺冠，激起新浪微博网友的极大热情。
夺冠后的5分钟内，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的祝贺微博超过30万条，平均每秒发布1000条；与此同时，直播
赛况的新浪体育在李娜夺冠后第一时间发布微博，5分钟内被转发超过2万次，10分钟内超过5万次，刷
新了单条微博转发速度的纪录。
    当我们将足球与女子网球进行对比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玄机，李娜成功与中国足球的失败背
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关键词，那就是举国体制。
只不过李娜是举国体制成功的案例，而中国足球则是抛弃举国体制而失败的典型。
    在国家队时，李娜的成绩起起落落，在转为职业运动员之后成绩获得迅猛提升。
但必须承认李娜是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因为有全国性的选拔机制，才有可能将天才型的
选手网罗其中。
当优秀的运动员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单飞，这是对举国体制的创新，正因
为举国体制与人个发展的结合，有了李娜的成功。
    当(《新京报》在赛后采访李娜，询问她如何看待中国体育的体制，心直口快的李娜给了一个比较干
脆的答案：我从小就是在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自己的职业化
道路，但体制培养是我的起点，而且我觉得项目不同，道路也不同。
    而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则完全相反。
1994年，中国足球匆匆开始了职业化征程，足球在所有体育项目中最早开始了市场化尝试。
当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后，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主要靠俱乐部，当中国足球被假球、赌球、黑哨、洗
钱等所困扰之时，中国足球便开始迅速跌落到谷底。
举国体制没有了，职业化又没有搞好，结果成了个两头不靠岸。
而实行举国体制的朝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在小组赛上曾给足球王国巴西一个下马威。
    据统计，职业化初期全国社会力量办的足球学校有4200所左右，至2008年则只剩下38所，在中国足
协和中国各地方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总量是3万。
如果将中国足球比做一棵大树，举国体制则是它厚实的土壤，如果土壤贫瘠，中国足球也失去了成为
参天大树的机会。
    对于某项体育运动而言，想要迅速摆脱落后水平成为该项目的强国，实施举国体制成为最好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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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网坛上，俄罗斯红粉军团的崛起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俄罗斯姑娘无疑是世界网坛最强势的团体。
2009年的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的’Topl0中，她们竟然占据了半数席位。
红粉革命最成功的年份莫过于2004赛季，当时米什金娜。
、莎拉波娃、库兹涅佐娃连续在法网、温网、美网夺冠，德门蒂耶娃还收获了两个大满贯亚军。
    俄罗斯网球的崛起，也可以认为是举国体制与个人发展的完美结合。
在叶利钦时代以前，在国际大赛上几乎看不到俄罗斯选手的身影，但叶利钦对网球的大力支持彻底改
变了这一落后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大力推广，网球在俄罗斯蔚然成风，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
叶利钦为俄罗斯的网球运动注入了大量资金，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学网球，他还建立了“叶利钦基金”
，每年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提供30万美元的奖学金。
现在活跃在网坛上的俄罗斯著名选手大多是从90年代开始拿起球拍的，他们也都是叶利钦努力普及网
球的受益者。
    网球本身是一项贵族运动，想要成为一名职业选手，花费颇大。
莫斯科的网球学校每月的学费是．100美元到200美元，而国外培训的收费就更高。
据说5岁到10岁的孩子学网球每年大致需要花费2万～3．5万美元。
    想要在世界网坛争得一席之地，到欧美进行培训也必不可少。
尼克一波利泰尼网球学校享有网球界的“梦工厂”之美誉，从这里走出了阿加西、塞莱斯、辛吉斯、
贝克尔、皮尔斯、莎拉波娃、威廉姆斯姐妹等众明星。
尼克学校的学费不菲，大约每周500～600美元。
从一个兴趣少年成长为一名职业选手，至少需要铺垫近百万人民币，这显然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
网球运动较为发达国家，对网球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英国每年会投入600万英镑以上的财力用于职业
网球培训。
    五年计划：经济落后国家的必由之路    当我们用体育运动的发展来对比经济建设时，会发现两者有
极大的相似性，可以为我们提供解读世界经济更宏大的视角。
    在20世纪初，英、法、美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致，这时其他国家想要再进行工业
化，对外进行商品倾销，等于抢英、法、美等国的饭碗，随着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欧洲新兴
的工业强国德国便接连开始了两场世界大战，虽然德国两次挑战强权都宣告失败，但它最终还是换回
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名额。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的秩序似乎已经基本确定，其他国家已经鲜有机会跻身工业化国家
的俱乐部，这也意味着工业化国家的大门对日本、苏联、中国等国家已经关上了，世界市场这块蛋糕
已经被英、法、美、德等国瓜分完毕。
    但在列强的夹缝中，日本率先实现了突围。
    欧美在数百年的工业革命中，通过对亚非拉等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经过残
酷的市场竞争，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屹立在世界商业之巅的巨型企业。
国家的竞争更是企业的竞争，当国内的小企业面对跨国公司这一些航母时，很难有任何还手之力。
    在19世纪末，仅靠日本国内弱不禁风的企业与英、法、美、德的跨国企业自由竞争显然只能使差距
越拉越大。
这时日本拿出成为工业化强国的武器——殖产兴业。
    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
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
主义的成长。
    1870年12月成立的工部省，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
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并且兴建铁路。
    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日本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与政府有密
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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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
    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
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
最终日本实现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
    日本之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变得异常艰难，想要冲破英、法、美、德、日的铁桶包围几
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而苏联和中国仍冲破了重重阻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与日本的殖产兴业不同，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最核心的名词就是“五年计划”。
举国体制成为经济欠发达国家追赶世界经济国的不二法门。
集中力量干大事，通过国家意志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国终于获得了一张步人工业化强国之列的
宝贵门票。
    当然，仅靠举国体制，中国经济还是有所欠缺，正如李娜的突破是打破了举国体制的束缚，企业、
家庭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在自愿和契约的基础上，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同时也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可以划一条界线区隔开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
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使中国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而不是充满罪恶的殖民掠夺
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原始积累。
而改革开放30年则充分发挥了国人的积极性，家庭财富成为时代的主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市场发
挥更大的作用，其本质则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从国家意志形式向家庭开放。
    中国经济的支柱主要是本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一直试图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远不能实现。
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斗争是长期的，但它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暗线，并没有成为主线。
    外资企业并未给中国带来技术性的革新。
除了解决就业外，培养产业工人外，从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来看，外资企业将研发、营销基本都放在
本国，在华部分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组装厂。
    而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家意志通过经济的计划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五年计划在整个社会经济
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
    通过五年计划，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一个更加清晰的脉
络。
五年计划是一个参照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背景，任何偏离五年计划仅奢谈私营经济发展的经济
史都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支配者，加强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家庭及个人逐
渐成为时代的主角，改革开放后的六个五年计划与引发了家庭财富增长的六次浪潮。
    “十二五”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第七次财富潮滚滚而来，我们每个人又该做何准备？
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财富增长历程，作为个体去思考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如何挖到属于自己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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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时代都在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财富神话，每个财富神话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七次财富潮》透过五年计划这一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宏观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解读，《第七次财富潮》通过政策分析解读历次财富浪潮中的致富密码，展望未
来潮流所指的财富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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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经济学者，深圳市鸿荣源集团首席经济分析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力图寻找一
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结合之路，使之能和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也是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GDP核算体系进行过系统修正的第一人。
长于写作，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大量的研究分析
文章，对中国经济有全面独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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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七次财富潮》编辑推荐：《低碳阴谋》作者勾红洋最新力作《第七次财富潮》立足五年计划，匍
匐在窥视中国经济的最佳视角，解读财富人物的致富密码。
新的一波财富浪潮正滚滚袭来，如果能厘清创富先机，小人物也可以拥抱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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