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卧虎藏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卧虎藏龙>>

13位ISBN编号：9787549606955

10位ISBN编号：7549606951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文汇出版社

作者：普勒姆·尚卡·贾

页数：225

字数：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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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虎藏龙>>

内容概要

普勒姆·尚卡·贾编著的《卧虎藏龙(中国和印度能否主导21世纪)》是国内第一部由印度人撰写的分
析中、印发展的力作！
本书内容介绍：全球金融体系崩溃，八十年不遇的严重工业衰退，一把扯下市场经济的神圣面具，将
它的本质暴露在千千万万破产失业、前途暗淡的人们面前。
新自由主义所持的市场有效自我调节的理论宣告失效，世界再次与资本主义初期就已面临的问题进行
搏斗，努力在自由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经济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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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印度）普勒姆·尚卡·贾（Prem Shankar Jha） 译者：何三宁 夏杨  普勒姆·尚卡·贾（Prem
Shankar Jha），知名专栏作家、记者与评论家。
在牛津大学研读艺术、经济、哲学与政治。
前任印度总理顾问与总理新闻室主任。
曾任多家印度主要媒体编辑并为这些媒体撰文，如《印度报》、《经济日报》、《金融快报》等。
著有多本著作，曾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FairbarlkCerller，Harvard Unive ity）担任访问学者
，同时担任巴黎政治大学印度政治经济研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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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个法规是1972年通过的《垄断及限制性贸易行为法》（Monopoliesand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
该法规规定，投资核心产业的大型厂商，其扩大投资行为不得使其成为该行业的垄断者。
所谓垄断者，是指控制行业总产出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
对于那些互兼董事会（interlocking board）企业，该法规的限制力度更大。
 第三个法规于1973年通过，在这三个法规中最糟糕。
该法规规定，对任何从投资银行（全部为国有）贷款的企业，银行有权将贷款总额的40％转为该企业
的股权。
毫无疑问的是，银行只会对高盈利企业感兴趣，而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却只想把企业控制在自己手里。
因此这些企业不再从投资银行贷款，只靠内部积累资本慢慢发展。
 这三个法规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大型厂商只能在诸如旅游、酒店和货运等完全无涉主营范围的缝隙
市场（niche market）开展投资。
印度政府颁布的第四个法规《外汇管制法》则在事实上给外国直接投资划上了一个句号。
对于一个天天口口声声强调自己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政府而言，制定这些法规所产生的叠加后果，
如果不说它具有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那也可以说它具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效力：境外私人资
本、无价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如滔滔江水一般流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印度却将其阻挡门外；国内
大型厂商具备足够的财力且能有效利用资本，具备足够的管理营销能力从而可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却以确保其资本不被浪费为名，在事实上被禁止将资本投到它们原有的核心竞争力领域；而实施“计
划假期”以后，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又尚未完全恢复，甘地夫人打着平民主义旗号的“社会主义”也
就必然会进一阻碍印度经济发展了。
 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小企业质量不高、可靠性不够的产品创造了一片繁荣发展的市场，这也正是中间
阶层一直渴望找到的市场空间。
 不过，政府醒悟得还不算太迟，终于意识到新出台的工业许可制度已经限制得太过了。
随着对大型私营企业投资限制力度的加大，印度经济增长率下滑得更加厉害：1957至1966年间经济增
长率为3.43％，到了1966至1975年间，下滑到3.15％。
另外，对于新兴的中小企业来说，新的工业许可制度不仅没有为其创造广阔的生存空间，反而几乎封
堵了它们发展的道路。
七十年代早期，为了消除这个隐形障碍，政府开始向大批因规模小而“有资格”的小型企业发放经营
许可证。
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发放许可证大约800至1 000个，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发证数
量翻了一番，可是四年以后，政府发现这些企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所需资金、技术或找到国
外合作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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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卧虎藏龙:中国和印度能否主导21世纪?》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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