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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2014)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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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2014）”在逸夫会堂举行，这是经济研究所自2006

年创办“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以来举办的第28期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教授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教授主持。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研究

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

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教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迺武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凤良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经济学

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副院长王晋斌教授，院长助理

郑新业教授，中诚信集团执行副总裁闫衍博士等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出席论坛。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代表

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2013-2014）—

—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认为，从短期经济运行来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仅宣告了全球悲观

主义者所持的“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在2012
年底所持的“中国周期逆转论”。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

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但同时也没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

现持续性的反弹。这种底部小幅波动的宏观状况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返回首页

AAAT

一周热点

01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中国人民

大学并发表演讲

02 《中国人民大学章程》正式发布 

成为我国首批由教育部核准的大学

03 【光阴人大】卫“艾”携手，为爱

启行：记人大志愿者青春健康系列

汪昌云教授入选2013年国家百千万人才

人民大学61名教师入选首批北京高校青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3-2014)在中国

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副主任来校作学术

相关新闻

标签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

（2013-2014）

中国

宏观

经济

论坛

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陈雨

露



报告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回落中呈现较强的筑底迹象，周期

力量存在着逆转的趋势。大改革的出台将在中期重树市场信心，助推宏观经济周

期景气的逆转。从全球视野来看，本轮中国经济的调整与世界经济调整具有强烈

的同步性。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技术周期的拓展期、全球化红利的递减期、增长模

式的调整期、制度体系的改革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期以及周期逆转的交接

期。依附于全球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依附于全球化红利的中国分配模

式、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技术周期相对应的

中国技术扩散模式，与全球周期基本一致的中国周期定位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

整。

报告分析，从结构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

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但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转向预期中的“消费-内需

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反而在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的作用下走向了“信贷-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使“产能过剩”、“流动性泛

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

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

恶化。

2013年，M2/GDP、投资/GDP、企业贷款总量/GDP、债务水平/GDP、房地产销

售/GDP等参数的持续攀升、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钱荒”的出现都说明了

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标志着中

国步入到“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并存的“双失灵困境”。 “全球结构的

调整”+“中国模式的调整”+“政府失灵的调整”不仅决定了中国调整的复杂

性，也决定了过去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局部调整模式难以化解

这些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报告认为，从改革视角来看，三中全会推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具有必要性、及时性

和科学性。从中长期来看，这些改革蓝图的顺利实施必将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经

济增长方式，改变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实施机

制。但在短期对于宏观经济的冲击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将重树市场信心，提

振民间消费与民间投资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却在破除旧的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方

式中产生强烈的短期“创造性破局效应”，对宏观经济形成下行压力。

因此，如何快速推进和落实大改革蓝图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定位，以对冲

各种下行力量的冲击，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局面，并建立相应的改革补偿机

制。这也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底线管理的内涵做出相应调整。2014年，附加改革约

束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当定位在：125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7.5%的GDP增速、

3.5%的CPI增速、13.5%-14.5%的M2增速以及2.5%的财政赤字率。

报告建议，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不能过度收缩

增量，“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

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大改革目标在于制度体系和存量盘活，但需要增量的支

持。流动性过剩的治理必须强化中期定位的策略；建议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宏

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地方债务清理带来的地方隐性支出下滑、改革需要财政建立

必要的补偿机制等因素。

因此，201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应当有别于以往年份：一是应当小幅提高中

央财政赤字；二是应当加强减税力度，对冲企业财务成本的上扬；三是为配合政

府职能转变，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四是在福利体系大转型过程

中，可以2014年增加部分一次性的福利补贴；建议全面转变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方

向、重点以及具体措施。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必须从需求抑制转向供给扩张和制度

改革，其中制度改革必须着眼于推动土地市场改革，重构现代财政体系，破除官

商之间制度性的利益输送机制；建议结构性调整政策必须强化全球定位，强化市

场驱动的力量，改变以往简单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克服在产能过剩治理中“市场

失灵”与“政府失灵”相并存的困境。

论坛讨论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凤良教授主持。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研究

员首先提出要用“十八大”精神来分析和把握中国经济形势，强调转变发展方式

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通过深化改革来释放增长潜力，主要是释放消费、就业

需求、劳动力供给、金融土地供应潜力。最后，他提出要通过扩大内需、调结构

来实现经济增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长期与短期问题交织、

周期性与体制性问题共存，要改变以往靠大规模刺激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应

发挥市场经济内生力量。强调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也要解决好物价总体水平的问题。

从左至右：郑新立、姚景源、高培勇、王一鸣、毛振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不

确定性主要来自于改革，这种渐进性改革存在时滞，因此尤其需要密切关注改革

动向。他主要从财税改革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动向，并分别从收入、支出、管理、

体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决策和时间进程表。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最

重要的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改革，经济层面

要解决好四个关口：发展与转型、公平和正义、政府与市场、生态和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认为，要把降低负债水平作为改革

发展稳定的聚焦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减小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

预，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主要途径是提高负债率，这存在很多问题。只有降低政

府负债水平、降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才能够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有一个比较健康

的基础，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

济参考报》、《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等20余家社会媒体对论坛进行了采访

和报道，新浪网财经频道对论坛进行了现场直播。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七年来，主要依托于经济学院的优秀研究团队，注重将人

民大学学科、学风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中央的决策需求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将社会

力量和学术力量相结合，将中国的真问题与全球视野相结合，将研究所取得的深

刻思想与科学方法论相结合，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相关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与评价，现已成为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同时

也是人民大学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面向未来，论坛将继续发挥学科优势，

积极服务于国家改革重大战略，针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和政府提供高质

量的决策咨询服务，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为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一流

的“中国大学智库”做出自身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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