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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所迫 
随着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下行，中国的出口外贸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遭遇了打击。 
一提起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广东、江浙乃至整个东部地区都是如此。由于东部地区又占了中国
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因此说广东模式，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许多国家的
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告诉我们，出口导向模式，即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
要上一个台阶，要向内需导向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模式转型。内需导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互为表里相
辅相成的。侧重出口，忽视内需，就会忽视国内购买力即工人工资的提高，就会忽视企业的升级换
代。反过来也是如此。企业升级换代了，工人的工资会随之升高，购买力增加，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减
弱了。除此之外，还要切实维护工人的权益，使劳资博弈趋于正常化和日常化，促进工人收入的提
高，从而扩大内需。如若不然，经济发展将永远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随之社会矛盾也会趋于激
化。 
除此之外，目前的客观形势——国际出口市场的缩减，也逼着我们不得不进行转型，内需主导发展，
已是迫在眉睫。 
潜力亟待挖掘 
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依靠内需拉动增长，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但是见效甚微，换言之，
中国内需的潜力还亟待深入挖掘。 
内需包括城市需求和农村需求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分配格局导致了内需疲软，内需不足。这并
不是说，广大工人农民没有需求，而是由于收入低而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制度，
它只认有效需求，有需求无支付能力需求就会失效。内需不足，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原因很简单，
就是工人农民这两大群体的收入太低，无法形成有效需求。 
工人方面，近20年来，工资占GDP的比重是逐步降低的。1990～2005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就降低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工薪阶层在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在所
谓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的幌子下，拉大收入差距走向了极端。 
农民方面，不外是减负和增收。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的数目还是8亿，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
决议中唯一量化的指标是到2020年左右，要让农民的收入翻一番。但是现在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包
括外出打工和土地收益在内，才4000元人民币多一点儿，即使真正实现了翻番，也不过8000多元人民
币，购买力还是很有限。国家近年来在财政上对农村有不少转移，但是到目前为止，数目仍旧有限，
对内需的拉动也有限。 
毕竟经济需求依赖的是大众消费，而不是靠少数富人的奢侈消费，所以深入挖掘城乡广大民众的消费
需求乃是当务之急。 
化繁为简须谨慎而行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内需（或消费）、投资三者来拉动，而一种良性的增长方式，应该根据本
国特点，在这三者之间维持一个较好的平衡。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过于侧重出口和投资，现在要更多
地转向内需。强调内需，当然不是说放弃出口，完全依赖内需，要在尽量维持原有出口优势的基础
上，加紧、逐步扩大内需。 
内需拉动增长，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必要的，但是有很多障碍。简言之，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两
难选择：出口导向难以为继，转型内需又难以在短期内稳定地实现，政府要在这种两难之中维护经
济、社会的平衡发展，难度是很大的。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常常被人低估了。中国是一个快速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问题之复杂，全世界首
屈一指。因此，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更要心存敬畏，不能简单化、情绪化。那些简单片面的人，有
的指责国有企业搞垄断，过度榨取消费者，应该分拆、私有化；有的则认为国企是经济命脉，关乎民
族独立，不能私有化。双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都同时存在。对于进城后的农民，有的说，若不能提
供保障，就得享有全面自由，这样才能完成城市化。靠贫民窟去完成吗？有的说，要给予农民全面的
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险，要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不同的建议主张，都有不足和副作
用，就像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一样。“是药三分毒”，我们做事情，最好的方法和结果，就是尽量保
持疗效，减少毒副作用。不能一味强求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的好处
是容易被理解，容易吸引注意力，容易打动人心，但是常常于事无补。只有简，没有繁，那就是简单
化。 
说到底，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复杂，因此，越是复杂问题就越是不能轻率地下结论、开药方。只有深入
的调查研究，谨言慎行，才能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化繁为简。 

【 评论 】【 推荐 】

评一评

正在读取… 



 笔名：

 评论：

 发表评论 重写评论

[评论将在5分钟内被审核，请耐心等待]

【注】 发表评论必需遵守以下条例：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

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

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

述条款  

Copyright ©2007-2008 时代金融 

EliteArticle System Version 3.00 Beta2

当前风格：经典风格

云南省昆明市正义路69号金融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