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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内容概要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
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
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书中张军理性思
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的重大差别，误用了
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源泉应该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结构变化
空间，建议新一届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放松对行业管制，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格局，大力
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公平市场竞争，尽快扭转企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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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作者简介

张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除了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兴
趣广泛。喜爱强调形式美的西方绘画和建筑艺术。对书法（左右笔）和珠算有一定的训练。大学时期
就格外关注自然科学家的工作和个人佚事。喜欢欣赏摄影、雕塑、建筑作品和古典音乐。中学时吹过
笛子, 动手做过雕塑，刻制过机械模型。对旅游和户外运动兴趣大增。爱修剪草坪和花园，更爱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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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揭开经济增长的谜团
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张军与诺顿对话
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
中国经济究竟是失衡还是失公？
我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经济失衡说？
中国经验：发展、转型与国家能力
谁制造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繁荣？
关于中国经济规模追上美国的时间表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２０年？
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揭开中国消费过低的谜团
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
高昂的成本正在控制着中国经济
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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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精彩短评

1、苏联解体的经济学解释，赞~~
2、强烈推荐一读。单就经济论经济，这才是应有之见。
3、如果你被中等收入陷阱、三驾马车等说法烦透了的话，这本书倒是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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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精彩书评

1、本书的作者张军在书中的观点——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
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
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
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作者从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中国的经济模式入手，借助大量的经济数据实例和经济
类书籍的书评，结合关系百姓生计的房价、工资等问题，深入浅出的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不
止经济学家如此，我国对经济的把控也是跳出了这个误区。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4月8日出席博鳌论坛
时称，中国经济增长超高水平就不会保持了，也不必要保持，也不能保持，这是因为需要将经济增长
与其它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他表示，中国去年经济增速放缓至7.8%，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控制速度
的结果。由于全球需求下滑，同时中国采取了一些为经济增速降温的措施，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
为1999年以来最慢。中国在去年上半年对信贷进行了控制，此外还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国
官员近几年已暗示，中国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不是可持续的。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维持
在7.5%，而之前几年一直都是8%。尽管中国经济实际增速通常会超过目标，但下调增长目标本身传递
出中国希望为经济降温的信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例如北京及全国
其它地区严重的雾霾和水资源污染等问题。中国正逐步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减少公路、机
场等投资项目的依赖，国内外经济学家称均认为，中国需要转变增长模式来确保未来的稳定增长。习
近平在出席博鳌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会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
但也将下大力气推进绿色发展，实现这些目标将给中国经济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当前世界
经济复苏仍然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这暗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西方经济体的高失业率局面。对
于中国经济而言，中国发展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所以现在来看，中国的经济只是从超高速
发展，逐渐转变向高速发展、稳健发展。
2、我们平民获取经济学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媒体界。看电视、听广播时，“经济转型”、“结构调整
”不绝于耳，每次听得片言只语，但对其本质不甚了了。要想了解经济的本质，毋庸置疑，需赖于学
术界。可是，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处在“经济”中，可我等平民听到“经济”二字，不头大者
不多。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张军，他的这部普及经济知识的平民著作，没有故弄玄虚，语言通俗易懂。
像作者书中说的：“我希望能够非常简单地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哪些挑战？
应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问题，读过本书后，我才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深
入的了解。无论从人均GDP、家庭消费还是可支配收入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都
是世界上最快的。想改革开放之前，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水平极为低下，故有“盼年”之说。因为只
有过年时，才有可能有新衣服穿（孩子少的家庭），才能吃上顿饺子。今天，这些对孩子说他们都不
相信。想想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等着、盼着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吗？原先整个村子里都是稀缺之物的自
行车，今天已经逐渐被家庭轿车取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激发了我们多少的幻想？可是，物质
极大丰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无论民间还是舆论界都还有如此多的对社会不满呢？作
者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不在失衡，而在失公。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并没有造成对社会的不满，相反
，人们对国家、社会充满了信心。可见，“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有道理的。过去二十年，中国经
济在超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成本条件。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增长
模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新
的成本条件的出现是经济调整和结构变化的催化剂。与小的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自己拥有“雁阵机
制”来缓冲新的成本条件的压力。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依赖于产业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成功
转换。新的成本条件的变化使中国已经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
：“他们会不会为了一个更具持续性的未来，而接受短期经济的放缓？”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政策的
再次自我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根据宏观经济学的恒等式，当经济繁荣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贸易顺差
是不可能出现的。可是中国十年来的发展却创造了贸易的顺差和投资增长同时发生的奇迹。
占GDP24%的中国企业储蓄率是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企业储蓄率来自企业收入的增长。
可十年来所有原材料的价格，包括石油的价格都上升，为何中国企业还能继续扩大盈利幅度，而不是
下降呢？是因为劳工的成本在这十年里基本上没有上升，甚至出现下降。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
中国劳动单位成本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如果说谁制造了中国的经济宏观的繁荣，作者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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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中国的“农民工”。通过本书还知道，房价不是由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决定的，是由未来的收入预期决
定的。而未来的收入预期是主要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因此，房价的变化趋势就受到人们对经济增长预
期的影响。因为房产是资本而不是普通消费品，资本的价值总是更多地受到其未来价值创造能力的决
定和影响。所以，看房价要比其他经济数据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潜质和未来的竞争力的水平
。就像北京、上海，当房价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望尘莫及的时候，有些不是当地居民却希望未来移居
的人看好其经济领域投资的未来前景和潜在竞争力，因而他们愿意在今天付出这样高的价格。我们也
许不愿意却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在此过程中，为了减轻完成城市和经济转型的社会代价，政府需要
小心翼翼地去构筑住房的社会保障制度。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之，读过本书，很多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困惑都会找到答案。附：文字指瑕。1.第35页，倒数第二段末“应有之
议”中，“议”当为“义”；2.第56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了
”中，建议“经济”后加“体”字；3.第88页，第二段倒数第二行“中国有近1/3的东西上出口到美国
的”中，“上”疑为“是”之误；4.第260页，倒数第二段末，“对储蓄所得的利息再征税就等于是双
重正税”中，“正税”疑为“征税”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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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章节试读

1、《被误读的中国经济》的笔记-第10页

        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
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作出变化。

2、《被误读的中国经济》的笔记-第25页

        经过过去十年的发展，非竞争性行业越来越挣钱，它的钱是竞争性行业的资金转移上来的，是垄
断以外的。非竞争性行业之所以挣钱是因为竞争性行业在亏钱，这种情况下要素在行业之间--低生产
率跟高生产率行业之间的流动，这一渠道基本没有了。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些行业大部分被国有资本
垄断了。这一现象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即便我们不断刺激需求，为什么经济还在
减速，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通货膨胀怎么产生的？因为你不断地刺激需求，货币投放
越来越大，但实体经济不能吸纳，因为实体经济在微缩。这些钱最后都进入了国有行业，他们拿这个
钱可以做房地产，做金融，所以资产泡沫就越来越严重。

3、《被误读的中国经济》的笔记-第30页

        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结构失衡，因此以较快速度增长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虽然政府
对经济的不必要的干预仍然过多，但中国毕竟已经有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大多数经济资源的配置
和经济决策都已经分散化、市场化了，加上中国较高的投资率以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的巨大的收入
和技术差距所带来的赶超效应，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里完全可能以每年平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下去。
但这是全国平均速度，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用来界定高收入国家的起始
线（约12500美元），因此，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降到5%左右，否则，就是逼着地
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去上项目、争投资，乃至在数字上造假。
    客观地讲，无论从人均GDP、家庭消费还是可支配收入来看，除了个别因石油等自然资源而致富的
小国外，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那么为什么无论是民间还是舆论界
都还有如此多的不满呢？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么悲观呢？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失衡，而在失
公。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比例，也不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些只是抽象的数字
而已。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相对水平及变化，更在乎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本身
是否公平。
    中国经济的失公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悬殊，还表现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
尤其是表现在由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在教育、就业和商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过去三十多年里，在经济快
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也迅速扩大，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属于世界上收入比较
均等（当然是均等地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上收入极为不均的国家之一。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
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导致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但现在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
运作所造成的不平等，而是由腐败、政策歧视及体制因素造成的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
福利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民患贫，但更患不均。只要能够坚持以市场制度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就
能持续增长。因此，我国下一轮的体制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失公的问题上来。但在中国目
前的发展阶段，改革的焦点还不应放在直接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市场经济
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自然就是比较不均的，即使在收入相对最均等的北欧发达国家，其初次收入的
分配也是较不均等的。这些国家收入的均等化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即所谓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
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想通过很高的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办法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均等程度是
不太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由于收入的直接再分配难度相对较高，国家有必要在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提高
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尽快将现在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人群纳入到体系中来。政府还应该
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而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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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区倾斜。我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几年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
世界中位数水平，低于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放开教育与医疗卫
生行业的准入，引进竞争，增加供给，提高质量。
    改革的重点尤其是要放在解决体制和政策造成的不公上，尤其是要解决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
的公平竞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大大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
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其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同时可以增加民营
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工资水平的能力。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还有利于改
善收入分配。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没有失衡，而是失公。因为不存在失衡，也就不存在所谓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
。中国当前更紧迫的是要解决失公问题，而解决失公的政策不只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而且
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并不矛盾，并不需要以牺牲效率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反而会有利于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收入分配的改善本身就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方面既有经济理论也有经验研究的支持。教
育和医疗卫生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分配的公平化直接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打破国有企业的行
业垄断意味着新企业的进入，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投资和供给的增长。
    现在经常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但事实上八、九
十年代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高难度、高风险的，例如价格改革的闯
关，国企改革中大量工人的下岗等等。今后的国企体制、行业准入、投资管理、价格管制及公共福利
制度方面的进一步的改革并不比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在政治上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只是在制度设计
的技术层面上可能更加复杂，但只要政府有动力和决心去做，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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