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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经济回顾：宏观调控有效经济稳健前行 

 

 

刚刚闭幕的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认真分析2005年宏观经济的特点
及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对于落实好《报告》中所提出的2006年的主要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调控有效落实，部分过热行业得到控制。从2004年开始，针对当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
热，中央政府在“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原则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包括紧缩信贷和
控制土地，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有针对性地对商业银行加强“窗口指导”和风
险提示等。对房地产、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等高耗能型的行业进行重点调控。在宏观调控作
用下，投资增速出现了放缓势头。煤、电、油、运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投资增速有所加快；而
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战略决策背景下，农民收入多渠道增加，农村经济平稳
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尽管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弱化了国家惠农政
策的效果，但是农民收入依旧保持了平稳增长的势头，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6.2%。在2004年8个省份已经免征和基本免征农业税的基础上，2005年全国免征范围扩大到28个
省份。此外，中央财政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和对产粮大县及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对部
分粮食主产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为农村居
民消费增长提供了最基本保证。 

第三，2005年既是“稳定年”，又是“改革年”，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中长期的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5年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当属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2005
年7月2l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
的浮动汇率，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重头无疑是股权
分置改革的破题。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确定了股权分置改革的方向，启动了这场事关中国资本市场在实现自身的规范化和与
国际市场接轨的攻坚战。 

总体上看，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良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短期失衡问题得到了及时、
有效的矫正。但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第一，投资主导型增长路径下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问题没有明显改善。2005年固定资产增速虽
比去年同期有一定回落，但应该看到这是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取得的，仍非常可观。而具
有外延性质的新建和扩建项目投资比重达到64.9%，说明投资活动中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仍占主导
地位。而在投资拉动增长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居民主体消费需求有所下降，这样就
会在投资高峰过去后形成产出高峰和需求屏障，从而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造
成的近期后果就是价格和企业利润下降、亏损扩大，同时大量银行贷款会形成新的坏账。由于
产能过剩往往是全面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前兆，所以如果不加治理或治理不当很可能产
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如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失业人数增加和恶性通货紧缩。 

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收入预期不稳，消费倾向继续降低，削弱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
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GDP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长期落后于城镇居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城镇居民内部收入悬殊现象也较严重。收入差距扩大势必使占城乡人
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层有消费欲望却无支付能力，形成不了有效需求，消费市场特别是农村市
场难以启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巨大潜力无法释放。而另一方面，受教育、医疗、养老保险
等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居民支出预期增加而收入预期不稳，导致消费倾向降低，进一步抑制
了消费需求增长。 

此外，粮食进一步增产和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仍然很大；上下游价格背离，传导机制不畅；
贸易不平衡问题带来了潜在的经济波动风险；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还需完善；资源环境约
束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年，要充分利用近些年来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有利局面，以科学发展
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在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同
时，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宏观政策体
系的设计紧密结合，为“十一五”奠定良好的增长平台。（张 涛）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第21期（总5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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