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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近年来宏观调控的成效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5月5日  张立群 

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总量和结构特点出现了较大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的难度加大，然而我国经济在这一轮增长中保持了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这是宏观调控成效

的集中体现。   

新一轮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难度加大  

由于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市场的作用更加突出，总量和结构特点有较大变化，如何有针对性地调

整政策，难度较大。具体分析，当前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明显提高，而政府和经济界对企业预

期的变化以及对需求的影响还把握不准；新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的发展还需要观察；适应市场经济

运行要求的调控手段还不够完备。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不当或不及时，就极有可能导致经济运行

的较大波动。调整政策取向并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很大，经济运行面对的风险加大。  

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经济的增量结构存在不良变化倾向  

当前，市场手段已经在我国经济的大多数领域发挥主要调节作用，但在金融方面市场化程度还

较低。资金、证券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社会融资活动仍然以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信贷活

动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较大。需求约束突出时，政府以控制风险为主，加强了对国有商业银行、大型

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投资活动管理，用行政手段建立了这些方面的风险约束；与此同

时，承受风险能力较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融资活动则有较快发展，经济的增量结构开始向

好的方面发展。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部门承担的主要是任期内风险，随着

当前需求约束逐步缓解，任期内风险也得到明显缓解，这就刺激了这些方面投融资活动的扩张。由

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主渠道地位，以及与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的密切联系，使经济增量中由政府部

门、国有部门扩张所推动的部分明显增大。应该看到，这些扩张活动的财产风险约束较低，风险过

度集中于政府，因此其带来的问题和隐患都较大，经济增量结构出现了不良变化倾向。  

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

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

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2004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

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出现紧张局面。同时也普

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重化工业的重新启动，其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变化之剧烈都是前所未有



的，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因此，如何稳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对宏观调控提出了

严峻挑战。  

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随着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

出的是，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

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

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

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  

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利用的问题非常突出  

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其一，

某些基础产品又显现出供不应求的状况，由于竞争不充分，一些技术水平较低、投入和消耗较高的

产品，市场也可以接受，但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大。煤炭冶金等行业就出现了许多浪费资源、污染

环境的小企业。其二，重化工业化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业内容更加复杂的工业化阶段，由此使

工业化与环境的矛盾加大。其三，与我国加工制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会将一部分

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生产转移进来。总体看，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  

宏观调控取得了积极成效  

面对以上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如果没有适时适度、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将出现一

系列严重问题。然而事实上我国经济在过去五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是宏观调控成效的集中体

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物价基本稳定；自主创新能力

有较大提高；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

护取得新进展。综合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保持了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没有出现

明显的总量失衡，没有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从2007年的运行状态看，平稳较快增长态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加大。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同比增长16.8%，提高3.1个百分点。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断加快、消费

预期不断改善、住与行等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的情况看，消费需求的活跃具有越来越高的可持续

性。从需求结构变化角度看，经济增长正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出口三项需求均

衡拉动转变，而消费增长的稳定性高于投资，所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第二，投资增长的稳定性提高。2007年投资增长一度出现加快迹象，但总体是恢复性的。全年

看，投资增长的轨迹更趋平稳，投资增幅较上年略有提高。未来看，一方面市场竞争比较激烈，项

目投资的回报率预期不高，风险较大，市场引导的投资增长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在严格土地供

应、严把准入门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基础上，预计行政主导的投资大幅升温的可能性较



小。总体看，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第三，结构矛盾有所缓解。其主要标志是：煤电运紧张状况基本缓解。2007年粮食产量突破1万

亿斤，实现连续四年增产。基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能力的增强，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

更有力的保障，对稳定物价提供了重要支持。  

第四，供求总量关系改善。当前，投资、消费、出口三项需求增长水平较高，大体比较平稳；

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上，我国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供给增长潜力较大。而且，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调节更加灵敏，生产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及时调整生产规

模，既及时满足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有效地避免了产能过剩，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供给与需

求关系改善，加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第五，节能减排成效逐步显现。2006年，单位GDP能耗开始由升转降；主要污染物排放增幅降

低；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2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

双下降，同比分别下降3.14%和4.66%。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步得到控制，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初步进入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轨道，宏观调控取得重要

成功。  

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  

当然，将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和巩固下去，还需要继续迎接新挑战，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特别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完善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

问题。  

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应坚持稳中求进的原

则，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全面加快推进的发展阶段中，支持经

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多，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强劲。充分利用好这一

发展机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通过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切实控制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的波动和震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价格涨幅较快攀升，楼市股市交互推动、持续升

温，经济增长高位趋升的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较大威胁。针对这些问题，2007年12 月份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

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该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这些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坚

持稳中求进的原则，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继续将"双防"的任务落实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近期国

内外经济形势的一些新变化，主要有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影响较快扩大，世界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国内股市、楼市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雨雪冰冻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还需要继

续观察。这些因素大多起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在控制需求、防止经济增速攀升的同时，也要

密切跟踪分析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对策，正确把握宏

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网       （责任编辑： Hlh）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