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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GDP同比增长9.5%，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
点，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经济运行基本步入了稳定增长的平台。这是2003
年下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实施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所取得的预期效果。我们
要在正确分析和判断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决策。

第一，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保持在
合理区间内运行。当前，既不必出台新的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也不要急于出台大的刺激经济
的措施。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使主要国民
经济指标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坚持
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按照推动结构调整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安排好预算内资
金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转入稳定期以后，针对经济总量关系变化方向不确定性加大的特点，应密
切跟踪经济形势，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反弹或过度回落两个方面的
苗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采取有针对性的微调措施，防止经济总量出现大的失衡。 

第二，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好地将市场的调节作用与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必然需要结
合使用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型的调控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如果
过多依赖行政型调控措施，不仅会形成对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和市场的扭曲，而且有可能在行
政管制措施退出时形成新的过热因素。因此，在现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
下，下一步应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更好地将市场调节作用与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结合
起来。 

第三，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进入稳定期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抓
住当前宏观经济进入稳定期的有利时机，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各项改革，为保持经济平稳持续
较快发展打好体制基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要
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必须标本兼治，更加重视治本，在铲除滋生不稳定、不健康因素
的土壤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当前，应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比如，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
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稳步推进财税
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等。 

第四，采取切实措施，刺激消费需求，当涉及对最终消费具有促进作用的政策调整时需慎重。
鉴于我国消费率总体偏低以及绝大多数消费品已经成为买方市场的现状，大力刺激最终消费是
长期的任务。因此，在落实“有保有压”的结构性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当涉及到对最终消费
具有促进作用的政策调整时需慎重，防止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提高金融企业素质和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建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体
制机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企业素质和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关键而紧迫的任务，一
是针对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明显、经营机制转变滞后的问题，加快推进金融企业改
革。二是针对金融风险隐患较大的问题，建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体制机
制。三是针对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的问题，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 

第六，警惕价格变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增长，注意充分发挥
货币政策的效用。考虑到粮价的推动作用减弱，上年货币供给增幅下降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
以及主要消费品供求比较稳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的物价有可能保持低幅上涨的趋势。当
然，由于今年第一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依然偏高，部分地区公用事业价格上涨的压力较
大，对于居民消费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测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从央行发布的各项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指标来看，今年1~5月同比增幅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从
生产部门的反映来看，信贷偏紧的矛盾显而易见。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应根据经济
金融运行实际的变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注意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用，特别是
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用，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第七，从容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各种影响，积极、主动、渐进地推进汇率机制改革。
2005年7月2l日，经国务院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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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汇率政策
的调整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总体上利大于弊。面对压力，出口贸易企业应加快
产品调整结构的步伐，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提高产品竞争力，确保出口市场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为了减少汇率调整过程中的冲击，需要推进其他配套政策的改革，加快外汇市场的发
展，提供更多的外汇避险工具，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因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张涛 )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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