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靠什么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济靠什么赢》

13位ISBN编号：9787510831318

出版时间：2014-9-1

作者：周倩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国经济靠什么赢》

内容概要

2000多年的中日关系，一直在友邻与对手之间游走，谁都不容忍失败。两国激烈的经济对决态势，促
使我们共同思考：
日本振兴，为何屡屡以中国为对手？
“甲午中日战争”的悲剧会否重演？
中国与日本真正的差距在哪里？
哪一项“中国优势”令日本深感压力？
如何发挥“中国优势”反超日本？
中国崛起将突破哪些产业壁垒？
本书作者从工业竞争的角度出发，列举鲜为人知的案例及数据，深入解析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以及可
能反超日本的“中国优势”，指明中国面临的产业壁垒，发掘中国崛起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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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倩
知名财经作家，私募人士。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曾为多家职业机
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被誉为“难得的
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
已出版有《财务总监》《投资总监》《操盘》《操纵》《颠覆：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等多部财经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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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没看这本书 我对日本经济的理解真的如媒体所说的那样。。。
2、一般的宏观分析，很多只是事实与数字的摘录，前后行文逻辑缺乏一致性，观点甚至相互冲突，
对技术的表述有点想当然！
3、看不下去，明天再看一次。
4、比较精辟地大致解读了中日之间经济层面的实力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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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今年是甲午年，很容易联想到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那时还是清朝末年，中国是落后被挨打的
局面。12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地位有了哪些变化？我们和日本的经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
国和日本是邻国。历史上，就产生过很多的纠缠。先秦时期，徐福东渡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带领五百
童男童女在海岛定居然后繁衍人类，形成了现在的日本国。虽然一直被认为是传说，却将中国和日本
联系到了一起。明代，戚继光带领军队抗击海上倭寇。清代末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到了民国时期
，自1937年至1945年，中国人们抗击日寇侵略长达8年之久。此外，日本还实际占领台湾若干年。这些
纠缠的历史，无不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人抗击最终平定。尤其是8年抗战日本侵略者，这段历史是一
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注定了在民间人们对日本的敌对情绪久久不能散去。看了这本《中国经济靠什
么赢》，我们了解了当前中日经济的一些现状和对比。与其敌视，我想不如思考。正因为之前的民间
敌对情绪一直弥漫不散，加上近年日本的一些小动作，使得民众说起日本来仍然有一部分相当愤怒。
与此同时，我想我们有一些观念需要改变。一是不要一味的去仇恨。景凯旋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
《他们已成为我们的儿子》，讲述的是用宽容来对待异国侵略的战死者。并说“一个民族只有放下了
偏见，才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才能赢得尊严。”因为仇恨而砸日产车、砸日本店，这是愚昧的行为
，不可取。二是要看到日本的长处，学习日本经济的发展思路。比如本书提到的日本尖端产业。中国
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但一味以人多去搏取利益，只能是花最大的力气得到最少的利益。真正
的利益还是看技术。三是更要看到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成就。中国应当摒弃山寨产品，朝技术
方向大发展。创新科技，发展科技，最终才能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本书的第八章，《超越对手，应
从哪里迈步》。古人讲，惟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了解敌人的目的是战胜敌人。然后对照自己
，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一章节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很专业，分析的方面也很到位。文字讲
述通俗易懂，并不高深。读完本书可以很全面地了解当下我们中国和日本所面临的竞争和机遇以及挑
战。
2、中国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事实上，中国人忧患意识落后于日本。日本这个孤悬于太
平洋的岛国，国土狭小多灾难，土地贫瘠多山地，资源匮乏多人口，生存环境确实不好。日本人从来
没有中国人那种“地大物博”的先天优越感，日本国民的普遍想法是：日本天生不足，后天必须多努
力。日本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精神比物质更重要。二战期间，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成天叫嚷“物质资源
是有限度的”“毫无疑问，物质性的事物不能维持一千年”“（敌方）数量要以（我方）训练来抵挡
，钢铁要用肉弹来碰撞。”战争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光凭精神力量是不够的”，要有物质作为强大
后盾。在上世纪80年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日本人的危机感依然没有减弱。当年，日本以很低的价格
从中国进口了不少精煤，用于填海和储存，现在，精煤的价格已翻了几番。在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
价权的问题上，日本不像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山的“垄断”，日本企业在几十年前就通过对外直接投
资购得海外矿业公司的大量股权。哪怕日本现在仍然制造了世界20%多的机床，拥有世界60%多的工
业机器人，是世界三大专利大国之一，控制着决定未来产业领域的很多关键技术，但是日本仍对自己
“强国地位的松动”抱有极大的危机感。日本为什么公开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其实，日本是在刻意
树立对手，刺激自身的发展。作为日本的对手，中国靠什么去赢？难道就靠出口大量廉价商品，积累
的巨额外汇吗？有钱可以买下很多东西，比如仅长江实业一家企业，就收购了英国电网（掌控英
国30%电力供应）、英国水务（为英国7%人口供水）、英国天然气供应商WWU（控制英国近三成的
天然气市场）。但是，这些资产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一个国家的“极端制造”能力，才是
真正的国力象征。什么是“极端制造”？一是极端的小，比如芯片产业，日本对中国有压倒性的优势
，日本出口的芯片有一半是销往中国，而中国国产的芯片，只占本土市场极小的份额。二是极端的大
，比如高端燃气轮机，发电厂、轮船、特种车辆（像是坦克）都要用到它，当今世界是德国西门子、
日本三菱、美国通用电气拥有燃气轮机的最尖端技术，法国、意大利只属于第二军团，中国还要向意
大利引进技术。现在还不能说日本正处于衰落之中，日本在装备制造、系统集成、自动化技术等等顶
级技术上至少领先中国15年，研发能力还要领先更多。在国人看《新闻联播》替日本严重的赤字危机
和人口老龄化“操心”时，人家却依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因为国人很少了解中国的真正实力和实力
的形成过程。作者没有刻意去贬低或者抬高日本，而是从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指标、细分的工业领域出
发，对中日两国的实力进行比较，指出彼此差距，分析现状及未来走向。这本书以日本为坐标，为大
众提供一份很具体的中国国力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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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看这本书的书名，写得很low,感觉好像是天涯上中年失业大叔的愤青贴。细看之下，其实是一份
还不错的中日产业对比分析报告，可惜了的是逻辑不够清楚。作者从汽车、电子、机械、航天等等行
业对比分析了中日之间的优势劣势。中国的市场容量，政府的运作效率和强有力的扶持力度。日本的
技术积累。中国的航天科技，高铁，互联网，金融产业。日本的制造业，主要是关键的零部件。此外
，日本除了产业问题，还有老龄化的问题，不吸收外来移民的问题等等。
4、在我们身边经常接触到诸如本田汽车、尼康数码相机等很多日本品牌产品。国内的新闻媒体，每
天有太多关于日本的报道。“日本”字眼出现得太频繁，我们甚至已经对“日本”话题感到麻木。但
是，对于日本，我们仍知之甚少。我们总是看到日本那些偏负面的东西，比如日本财政收入节节下滑
，不到50万亿财政收入却要支撑1100万亿日元的庞大债务，日本政府怎么还没有破产？比如日本陷入
严重的老龄化困境，日本生产的尿布一半以上是卖给老人的。日本工业区日渐萧条，日本职业人群的
生计越发艰难，日本甚至把AV（情色）产业当成支柱产业⋯⋯日本看起来步履艰难，中国则是气势如
虹。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高铁、船舶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进展神速，比如“天河一号”“天河二号
”先后登上世界超级计算机排行榜榜首位置，彻底打破美国、欧洲、日本在这一关键领域的传统优势
，对某些国家形成严重刺激；连好莱坞大片《地心引力》也无奈地呈现一个现实，当代几个大国中，
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有或曾经有过自己的太空站，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遭遇严重险情，最后只能
求救于中国的“天宫一号”。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在经济上已变得非常“自信”，几年前中国就已
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一些欧美国家领导人竟指望有钱的中国观光客、中国炒房客来刺激他们
国家的经济，多款豪车出口到中国价格翻几倍还遭疯抢，抢购黄金的“中国大妈”竟敢挑战华尔街大
鳄⋯⋯其实，中国是从一个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即使我们国家经历了6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不
论从哪个国际组织、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来看，中国依旧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国际上排名后
半段，仍然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处于同一阶梯。如果以日本的优势领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
含金量”就更难言乐观了。比如，中国每年要进口2000亿美元以上的芯片，但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芯
片出口国；比如，日本汽车业现在能纵横世界，而中国主要的几家汽车制造商在本土市场上都没有太
强的竞争力；比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机器人采购国，但即使在本土市场，中国机器人制
造企业的份额也只有5%，而日本机器人制造商的份额超过50%。我们应该以日本为镜子，重新审视中
国实力。这本书对关心中日竞争关系未来走向的广大中国国民，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作者强调的是
，和平的工业竞争，理性的“经济战”。本书能让更多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深入了解真实的日本实力
和中日差距。同时也以此作为一面镜子，为中国的崛起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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