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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天津经济的影响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1月6日  赵春颖 

改革开放30 年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应有

发挥。与此同时, 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也能动地作用于经济运行, 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

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体说来, 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经历了九个阶段: ①1979- 1981年; 

②1985- 1986 年; ③1988- 1990年; ④ 1993 年- 1997 年; ⑤1998- 2003 年上半年; ⑥2003 年

下半年- 2005 年; ⑦2006 年初- 2007年初; ⑧2007 年初- 2008 年初⑨2008 年初至今。受国家宏

观政策的影响, 天津经济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跌荡起伏的周期增长过程。本文将着重分析后六个阶

段尤其2008 年以来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天津经济的影响。 

一、宏观调控政策 

对天津经济运行态势的影响 

1.1993- 1997 年适度从紧阶段1992 年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伴随经济的高增长, 出现了

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对过热的国民经济, 1993 年国家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 采取“适度从紧”

的宏观经济政策。阶段前期, 天津景气动向综合指数一直位于黄灯区, 呈趋热状态, 出现了“高增

长, 高投资, 高膨胀”的态势。宏观调控对天津也相应地产生了影响。1993 年国家宏观调控后, 全

国经济增长开始回落, 天津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反应有些迟滞, 直到1995 年才开始回落, 并在1996 

年从黄灯区进入绿灯区, 经济由趋热转为平稳运行。 

2.1998- 2003 年上半年扩大内需阶段 

1998 年由于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加上体制转轨,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经

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国家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 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

需”, 从反通货膨胀转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 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 

与国家经济走势一致, 天津景气动向综合指数由绿灯转入蓝灯区。天津在这次的调控效果反应

比较及时,从1998 年到2003 年经济增长开始回升, 增速由最低时的9.3%提高到12.7% , 景气动向综

合指数也重新回到了绿灯区。 

3.2003 年下半年- 2005 年冷热兼治阶段 

经济在“十五”前三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 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问题, 这从



而引发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工业投资“过热”,农业、服务业“ 偏冷”的“ 结构性失衡”。针对

这种情况, 国家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型力度, 果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财政政

策由之前的“积极”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 货币政策由之前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

紧”。 

2003 年天津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再度进入黄灯区, 经济出现趋热现象, 结构性失衡问题也很明

显。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其影响逐渐显现, 经济增长速度由2004 年的15.8% 降为2005 

年的14.7% ,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由黄灯区进入绿灯区。 

4. 2006 年初- 2007 年初抑制“三过”阶段 

2006 年, 国家总体经济运行中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进一步显现。

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抑制“三过”。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更多地运用收紧的货币政策对其加以控制, 

财政政策则由积极转向稳健。这一阶段, 尽管天津经济整体呈平稳运行, 但“三过”也很明显。由

于本次的宏观调控针对性较强, 经济运行尽管呈现波动状态, 但整体趋稳,景气动向综合指数一直处

于绿灯区。 

5. 2007 年初- 2008 年初“单防阶段”阶段 

2007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 全年增长4.8% , 超出了年初3%的调控目标, 为了防治

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 并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 政府继续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

财政政策。调控手段仍以货币政策为主。2007 年天津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再度进入黄灯区, 经济出现

趋热现象。但可能由于时滞的原因, 本轮宏观调控对天津的影响不太明显,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在黄

灯区与绿灯区之间反复震荡。 

6. 2008 年初至今“双防”阶段 

2008 年初, 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双防”, 之后为了防止经济出现下滑, 内容稍有变

动, 变为新“双防”。调控手段采用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时期天津与国家宏

观调控背景稍有不同,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尽管处于黄灯区, 出现趋热现象, 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

直未出现趋热。可能由于政策偏重调物价的原因,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一直处于黄灯区且呈上升态

势。 

纵观以上六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来, 天津与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态势基本相同, 国家的宏观调控

政策对天津经济的运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每一阶段, 尽管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尽相同, 

有时还存在些时滞,但经济都能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回到合理的运行区间, 使天津经济得以健康、平

稳运行。 

二、当前政策对天津经济的影响 

当前, 国家施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天津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1.货币政策影响 

2008 年以来, 央行5 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同时, 加强公开市场操作, 向贷款增加较



多的商业银行发行定向票据, 收紧放贷能力。未来, 仍有可能不断加大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货币

政策对天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调高将使天津资金环境进一步收紧, 加大资金供应压力 

存款准备金率不断调高, 银行体系流动性将进一步收紧。据国家信息中心预计, 2008 年全国流

通中货币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将增长13% 、19% 、16.5% , 分别比2007 年

预测值低0.5、1.5、1.5 个百分点, 将对全国信贷需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全国信贷增长将可能

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天津的经济发展属于投资拉动型,2006 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

率达到65.5%, 对地区生产总值拉动9.5 个百分点。而且天津的投资有大部分来源于信贷, 2006 年, 

天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当年资金来源中, 国家贷款占24.7%。因此, 国内银行的信贷收紧的局面将对

天津的资金供求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 2) 汇率升值客观上将增加天津出口压力, 同时也将促进全市产业结构调整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如果持续升值, 客观上将进一步增加外贸出口的压力。天津出口以一般贸易

品为主,受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 汇率持续升值将有利于国内一些过剩产能通过对

外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尽管天津处于加快发展的阶段, 需要大量承接国外产

业转移和投资来巩固地方发展的实力, 但也要重视产业的选择, 尤其是在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

到2011 年服务业比重要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5%以上的前提下, 更要抓住这次机遇, 应利用汇率持续

升值的有利时机, 加快设备的更新换代,促进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2. 财政政策方面 

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 同时考虑到年后雪灾及地震灾害的影响, 财

政政策可能由之前的“稳健”逐步转向有选择的“适度放宽”。财政政策对天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 1) 紧缩的财政支出将减缓政府主导类投资项目建设, 抑制全市经济扩张动力 

2007 年, 天津60 个重点项目中政府主导类项目共23 个, 累计完成投资186 亿元, 占全部重点

项目投资的26.6%。若国家出台严厉政策控制财政赤字规模, 尤其是严格控制用于新上项目的财政建

设投资支出, 将对政府主导类投资建设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 

( 2) 继续调低出口退税率, 将对天津中小企业产生较大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直接关系到出口企业的切身利益, 使相关的出口企业成本大幅增加、经营利润减

少, 产品失去了以往的价格优势, 造成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对于那些大中型出口企业, 可以依靠科

技进步和创新挖潜等举措, 较好地消化了一些不利因素,而对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中小企业可能

会面临着生存危机。 

3.其他政策方面 

国家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 这将有利于推动天津企业国际化进程。国家进一步深化



外汇管理体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开展对外实业和金融投资, 将有利于推动天津企业对外投资, 更加充

分地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发展。 

三、天津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 

从天津先行景气指数的走势情况看, 超前反映经济周期变化动向的先行景气指数总体走势保持

良好。先行合成景气指数2007 年以来出现明显回升, 2007 年11 月达到峰值100.33, 进入2008 年

以来呈小幅回落态势。先行扩散景气指数从2007 年12 月以来, 已经连续6个月稳定在50.0 点( 见

图4) , 说明当前天津已有五成的经济活动处于调整阶段。 

根据先行景气指数的走势情况初步判断, 未来几个月, 反映经济总体运行态势的景气动向综合

指数将会在黄灯区间中轨以平稳运行为主。虽然2008 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但由

于滨海新区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 天津宏观经济自主增长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 2008 年上半年已经

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的良好开局,经济景气在下半年出现“过热”和“偏冷”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短

时间内出现拐点的可能性不大, 天津经济总体将继续高位平稳的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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