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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政府宏观调控的新动向(10月30日)

文章作者：

从最近国家统计所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4月份以来的宏观调控基本上取得阶段性成果，年初此轮宏观调控所确立的目标也基本上达

到，如遏制过热的国内投资增长、紧缩快速扩张的银行信贷、减缓快速增长的经济等。但是，宏观调控成果的取得也表明此轮宏观调控结束

了吗？如果没有结束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的动向与方式又是什么？ 

可以说，无论是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还是近期领导人的讲话，都表明以行政为主导的此轮宏观调控基本上结束，但是，由于此轮

宏观调控以行政为主导，对正常运行着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而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此轮宏观调控的结束而停止，反

之，此轮宏观调控引发了经济运行中不少新问题或新矛盾，而且它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还会不断显示出来。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此轮宏观调控后所显示的问题逐渐地显露了出来，而且这种新情况表现得矛盾重重。如国内投资直线下降与

投资项目清理交易并不理想；投资增速回落过快与中长期贷款增长下落太小；央行银行信贷紧缩与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能源、电力、原材料

等基础性行业存在严重瓶颈，但大多数下游产品或加工产品供过于求等。这重重新情况，不仅说明了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也就说明了国内的

宏观调控并没有结束。 

面对这样一种新情况，宏观调控可能还会进行，只不过所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正如最近政府领导人一直强调的那样，面对着国内经

济的新形势，宏观调控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要淡化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调控的方式。 

据悉，新的宏观调控动向会以改革来带动。什么是以改革来带动宏观调控呢？也就是说，今后的宏观调控不是仅从结果中来找经济运

行脱离正常运行的办法与方式，而是以国内经济实际即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来寻找国内投资过热、经济增长过热、经济增

长波动巨大的原因，从而改革现行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引导经济运行的行为方式的改变。 

比如，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市场有好的投资机会、有好的利益追求等能够说明得了的吗？非也。

这里既有市场之因素，有市场消费结构的改变，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更多的是出于地方政府对业绩的追求，出于对政府官员考核方

式的不合理性而导致的结果。因此，如果中国的宏观调控不是从根本性原因入手，还是采取行政调控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国

内的投资过热与经济过热就会一轮又一轮的调控下来，宏观调控就会永无止境。 

而以改革来带动宏观调控则是不仅从经济手段的利息政策、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土地的价格政策入手，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调整

人们的经济行为及经济的运行方式，而且还要从改革现行引起投资过热、经济过热的制度规则入手，创造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环境。可以

说，目前政府正在推出的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土地拍卖制度的实行，以及即将推出的中性财政政策都是这种改革的具体方式。 

当然，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宏观调控无论是市场化方式，还是市场化制度环境的确立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但这是中国经济

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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