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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近期有人疑问： 十八届三中全

会敲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特别是中央

政府一系列较有力度的经济改革举

措出台后，陷入困局的经济局势不但

没有好转，反而有不断“恶化”的迹

象。 可是面对这种“困局”，作为国务

院总理的李克强，却显得“胸有成竹”

好像早有预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此，北京某“财经智库”经过专题分

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已经进

入痛苦的调整期，这个过程是国民经

济由政府的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转

变的必然过程，其过程必然是痛苦而

艰难的，但是未来前景是光明而有魅

力的。

这个过程之所以痛苦、 甚至很

多经济指标可能出现疲软，主要原因

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受到明显的市场

化力量的倒逼。 在政府的特殊优待明

显减少、监督管理日趋透明、反腐力

度日益加剧的情势下，国有企业的无

效生产、盲目支出、资产兑水、数字作

假等不良行为明显收敛，而且在“混

合所有制改革”压力下，国有企业的

领导层、管理层变得明显保守。 比如，

有关方面调查表明，北京一些中央和

地方国企， 宁肯资金沉淀在账面，与

信托公司合伙变相放贷，也不盲目投

资。“财经智库”专家走访的北京某个

区级国有集团公司，现有正式职工一

百多人，每年仅 2 亿多元的沉淀资金

变相放贷， 就可以净收益近 3000 万

元， 仅此一项就解决了所有人员工

资、奖金及所有支出，而房屋等资产

出租受益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这位

企业的法人代表说： 在目前形势下，

只等“稳”字当头，静观局势变化；市

场气候不好，投资搞砸了不值当。 而

中央级的大国企集团所属的儿子、孙

子公司的管理层， 大都也是这种心

态。 因此，有人对众多国有企业的这

种做法用一句话概括： 能混则混、能

稳则稳，不爆腐败、不惹麻烦，这就是

万幸。

二是民营企业正在经受残酷的

竞争磨砺。 近年来，民营企业一直处

于严重的产能过程的情形下的恶性

竞争阶段，而推动其恶性竞争的能量

来源于融资支撑。 在目前的大环境

下，融资日趋艰难，政府扶持之力明

显减弱，除了极少数大型民企日子还

不错以外，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进入了

十分艰难的“保命”阶段。《21 世纪经

济报道》称，今年以来，民企融资成本

明显上升且融资艰难，即便是一些知

名企业，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文章

举例说， 拥有 5000 多家企业的工业

强县邹平县正在衰落。当地民营企业

人士坦承： 长星集团发生债务危机

后，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发生了很大

变化，银行开始压贷、抽贷、惜贷。 很

多企业出现资金紧张和经营困难。为

此，邹平县部分企业开始倡议成立共

同维护区域正常信贷秩序的联盟。 全

国很多中小企业已经进入最后一轮

的残杀式竞争阶段， 相当多的民企，

要么被踢出局，要么被饿死。 市场化

的优胜劣汰就是如此残酷。

三是整个宏观经济正在“排毒”

挤泡沫。 挤泡沫意味着要把多余产能

消灭掉、 把无效的腐败消费链铲除

掉、 把金融业的体内毒素排除掉，等

等，这些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比如，

高端餐饮业、酒店业自去年已经接受

了“洗礼”，正在逐渐回复到理性发展

阶段；钢铁业、煤炭业、日用消费品行

业，正在经历消除多余产能，再回归

到正常的供需平衡的阶段。

四是各级政府作风日趋谨慎正

在经历转型。习惯于大手大脚大投入、

大吃大喝大气派的各级政府， 需要一

个适应期。在灰色收入明显减少、腐败

代价越来越大的趋势下， 各级党政权

力部门的行为作风日趋谨慎。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已

经进入痛苦的调整转型期，这意味着

过去十多年畸形的经济结构，将逐渐

调整到市场化主导的正常发展阶段，

只要权力不再膨胀和作怪，未来的经

济前景必然是越来越好。 这或许是李

克强总理信心十足的主要原因吧！

沛杉

困难面前 总理为何信心十足

一季度同比增长 7.4%

4 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 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7.4%，创金融危机以来新低。

统计局报告称，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继续取得新的进展，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

仍然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

高盛高华研究报告预计， 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出台有节制

和针对性的放松举措，如进一步放松基建领域准入的限制，也

可能针对房地产领域全面疲软而放松房地产相关政策， 但在

放松限购令等问题上会特别低调行事。

海通证券：一季度真实 GDP已降至 6%

两周前中国各省份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分省 GDP 的

平均增速降幅远高于全国 GDP 降幅，中西部成为经济下滑的

重灾区。海通证券最新研究报告认为，一季度经济下滑主要源

于投资下滑，中西部投资降幅更大，投资驱动模式使中西部成

为未来经济下行风险最大的区域。

报告称，今年一季度分省 GDP 加权平均增速为 8%，较去

年的 9.6%下滑 1.6 个百分点，降幅远高于同期全国 GDP 增速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 报告推算：“过去十年分省 GDP 加权增

速平均高出全国 GDP 增速 2%， 假定这一关系没有发生大的

变化，那么按照一季度分省加权 8%的 GDP 增速倒推，一季度

全国真实 GDP 增速或已降至 6%左右。 ”

其中，一季度黑龙江 GDP 增速仅有 4.1%；河北、山西的

GDP 增速仅为 4.2%和 5.5%，均创 2005 年以来的新低；吉林、

内蒙古、宁夏的 GDP 增速也降至 7%左右。

报告认为：产能过剩、债务堆积和地产泡沫破灭分别制约

制造业、基建和地产投资扩张，也意味着投资驱动的中西部经

济是未来经济下行的最大风险区。

报告提到，一季度全国投资平均降幅为 2.6%，其中西部

地区高达 4.2%，尤其黑龙江出现 26%的下降。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短期政策立场

定调，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为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都要坚持稳健和积极的现有政策基调， 但要根据形

势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实现预期目标，还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度。

上述海通证券报告认为，在就业依然稳定的的背景下，主

要微刺激政策仍在棚户区改造、 节能环保和服务业消费等方

面。在货币定向宽松开始后，预计中国央行可能继续定向降准

以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短期无强刺激政策

4 月中旬，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开幕期间讲话

表示，不会推出短期强刺激政策：

“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

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 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第 9 期《求是》杂志撰文：若采取

短期刺激，今后几年会更难过。

国家信息中心：二季度预增 7.4%有对策

二季度经济能否筑底反弹愈加引发关注。 国家信息中心

报告预计：二季度中国 GDP 将增长 7.4%左右，工业增加值增

长 9.1%左右；CPI 将上涨 2.3%左右，PPI 将下跌 1.1%左右，降

幅或小于一季度的 2%。

国家信息中心报告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明显，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调整的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入还债

高峰，化解产能过剩面临下岗失业难题，导致金融风险上升。

认为经济下行既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不够、 稳健的货

币政策宽松力度不足的原因，更是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等主动

调控的结果，先行指数平稳略降态势表明，二季度中国经济仍

会延续稳中趋降的走势。

建议，加快拨付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 地下管网改造等建设项目资金。 加快盘活财政资金存

量，重点用于民生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同时，加强

短期流动性调节，必要时可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引导

商业银行降低信贷资金成本，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适度灵活运用

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城镇化为抓手扩大内需潜力，加快国有企

业、要素市场、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管理好合理增长预期，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专家表态有信心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在日前诺亚财富主办的 2014 首

届中国上海湾区财智论坛上表示:“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改革

都带有攻坚克难性质，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 ”

他表示，今年经济总体运行前景明朗，实现 7.5%左右的发展

目标是大概率事件 。

他表示“人口红利消失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负能量，但城

镇化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潮流，所有这些

释放经济活力的要素结合在一起， 会对冲经济下行的不利因

素，没有理由对未来二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感到悲观。 ”

中国经济:预料中的缓增长

可调控的稳增长

云霞

《卓越的管理典范》， 是一本商

业经典,作者谢家驹现居香港。

书里说了什么？

讲述几代英国商人百年创业成

就世界商业经典的卓越故事。

“马狮”？ 何方神圣 ?�

“马狮”是现在英国盈利能力最

强的百货营销集团， 创始人当年曾

背负肩挑，沿街叫卖；是全球公认的

卓越管理典范。

“马狮”何以经典？

“马狮”经验揭示了一个“人间

奇迹”, 是一切企业家学不完读不厌

的宝典。

马狮自 1884 年创立以来，长期

被公认为英国最成功的企业单位之

一。 它奉行的“优质低价”宗旨百年

如一日。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工厂

的制造商”；它虽为零售商，但所采

用的全面品质管理制度近乎完美举

世无双； 它的人事管理制度出类拔

萃而脍炙人口；它是 50 年来全欧洲

最具创业精神及创新力的公司；在

世界 260 多家门市分店独售单一牌

子“圣米高”产品，令同类牌子难以

望其项背。 它是世界上市场取向最

强的企业单位之一， 它已成为西方

管理学界公认的卓越管理典范。

“马狮”有何特点？

马狮约有股东 25 万人。

马狮公司只售卖“圣米高”牌子

的产品， 这个牌子被公认为质优与

物有所值的象征。

世界上有超过 800 家供应商，

按马狮百货公司独有的规格要求为

其制造供应“圣米高”牌子的产品，

差不多有 150 家供应商制造圣米高

牌子货品已超过 25 年， 其中 50 家

公司与马狮公司有超过 40 年的联

系。

马狮公司并没有在其制造商中

占有股权。

马狮公司在加拿大有 200 多家

商店的控股权。

为何说它卓越？

马狮创造了“管理的魅力”和“商业

的卓越”。 澳洲商业刊物《服装》在其长

达 20页的调查报告中这样说：“在马狮

的祖国里，女皇统御万方，议会支配一

切，马狮则在零销业中唯我独尊。 ”

国际社会如何评价马狮？

早在 1966 年，《今日管理》 的总

编辑罗伯特·海勒曾经评论说： 从没

有企业单位能像马狮百货公司那样，

令顾客、供应商及竞争对手都心悦诚

服……在英国及美国，都难找到一种

商品牌子像“圣米高”如此家喻户晓，

备受推崇。

戴维逊在他那本畅销书《进取式

销售法》里面，推许崇马狮为经得起

考验的且是成功的“实实在在地运用

进取式销售法的典范”。

两位当今享有盛誉的美国管理

顾问汤姆·彼得斯及南茜·奥斯丁在

他们所著的《精益求精》一书中曾指

出：在许多人心目中，英国不会有多

少个精于管理的企业单位。 其实不可

一概而论。 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里，在

芸芸零售商面前，只要你说出马狮百

货公司的名字， 他们就会肃然起敬。

其声誉之高实无与伦比。

阅读该书的启示？

阅读该书，可以了解一个西方杰

出企业单位的经营哲学及方法；反省

自己所熟悉的企业的现有经营方针

及策略；刺激思考探索脱胎换骨的方

向及途径。

阅读该书，你会发现，人们“栽”

给商人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都不成立；

你会发现，商业很美好，商人很文明，

营商充满魅力；你会发现，这本书仿

佛不是在论述营商，不是在谈商业模

式，而是在对你讲述你期待已久的一

则美丽动人的故事。

你会记下“不用问价钱全都一便

士”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语，会记下

了马狮“按我们的要求，配建厕所”的

“苛刻”和先见之明，会对谢家驹充满

敬意。

《卓越的管理典范》,1985 年在英

国出版。 1988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中

国的经济规模预计在 2017 年或

2018 年超越美国。不过，随着今年上

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有分析

认为这一“时间表”可能会延后。 而

我认为， 中国超越美国的脚步并未

放缓，有望于 2019 年实现。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

署长认为， 中国经济何时能够超越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除了取

决于经济发展增长本身之外， 还取

决于人民币的汇率。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美

国经济的复苏， 中国超越美国的几

率会不会有所减少？ 笔者并不这样

认为。

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放

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如果以购买

力平价为基准计算相对价格， 中国

经济会在 2017 年或 2018 年超越美

国经济。 IMF 同时预测中国的经济将

以 8.4%的速度增长， 而美国的增速

则维持在 3%。

从目前来看，中国 2014 第一季

度 GDP 同比增长下降为 7.4%， 但美

国的情况也不乐观。 参照美国过去

20 年的数据，其平均增长率为 2.6%；

如果参照美国过去十年的数据，其

平均增长率仅为 1.7%。 按照这个趋

势，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难高于

IMF预测的 3%。

所以对于中国何时会在经济规

模上超过美国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不

是由哪个国家单方面决定的，它不仅

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同时

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 但超

越美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目

前，中国 2014 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

长为 7.4%， 若预测美国经济增长率

会在 2%左右， 二者之差为 5.4%，跟

IMF 之前公布的一样。 所以中国经济

增速的放缓， 并没有对中国追赶美

国造成太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

毋庸置疑， 毕竟每一个经济体的增

长都是由投资拉动的。 从世界范围

来看，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力量。 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世

界 GDP 增长中，其中 53%是由于投资

的拉动，18%源自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的增加，30%来自劳动力的增长。

这一数据见于姜武 (音译 ：

Khuong�Vu) 的新书 The�Dynamics�of�

Economic� Growth:� 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Analyses� in� Asia

（《经济增长动力： 亚洲比较分析的

政策解读》）。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赶超美国设

定一个时间表， 现在有一种相对容

易的测算方法 ， 即以购买力平价

（PPPs）为基准计算相对价格。

要想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

更倾向于采用国际比较价格而不是

汇率来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 我们

首先必须清楚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中

国的经济规模。 比如，一瓶可乐在伦

敦需要 5 元， 而在中国则需要 2.5

元， 但这显然不是说一瓶可乐在伦

敦的价值就比在中国的价值高。 我

们从可乐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官方

汇率明显被低估了。

世界银行通过统计多种产品，

得出了一个综合购买力平价来衡量

中国的经济。 通过计算购买力平价，

会很容易预测出中国经济将在 2017

年至 2019 年超越美国。

那么，如果考虑市场汇率，中国

何时才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呢？ 中

国经济何时能够超越美国？

除了取决于经济发展增长本身

之外，还取决于人民币的汇率，但是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汇率的波动。

所以，以市场汇率计价，中国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要稍晚于以

购买力平价计价的时间———不会是

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肯定会比以购

买力平价计价的时间要晚一点。

（作者系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

业政策署署长，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 5年后有望成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马狮百货：卓越的管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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