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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对当前宏观形势和扩大内需的思考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6月1日  刘国光 

去年4月13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顾问会上，讨论经济形势，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双

防”,我提出宏观调控近两三年的任务，把经济增长由2007年的11.9%逐步回调到潜在增长率8%?9%,

把物价由当时的7%?8%逐步调整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正3%以下，负2%以上。  

没有想到经济形势变化很快，经过只八、九个月，GDP增速就由2007年的13%、降为2008年的9%,

第四季度降到同比增长6.8%.物价也很快地从2008年2月份同比上涨8.7%,落到2009年1月同比上涨l%. 

我想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估计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去年9月美国经济急转直下，影响我

国外贸猛降，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

势。前期宏观调控采取适度从紧政策，从国内周期运行来看当时还是必要的，对稳定经济也起了一

定的作用，不是引起经济急剧下降的主要因素。适应经济变化，宏观政策调整为积极和比较宽松，

也是及时必要的。  

去年经济总的形势，与世界各国相比，9%的GDP增长速度还可以说是“较快发展”,但经济增速

和物价指数降的幅度都很大。冷静地说不是平稳而是大落。这是前期大起的自然反应，毋庸讳言。

但是与世界美欧日等经济体比，还可以说是“相对平稳”,一枝独秀。  

经济下行虽然急了一些，但还是符合我们宏观调控大方向的。我们就是要把超过资源能源环境

和人民大众承受能力的过高速度降到潜在的增长速度，把明显的通胀率降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

这样降下来，才有调整失去平衡的结构的空间，才有调整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余地。  

今年的经济走势，中外有多种预测。2009年GDP的年速，预测高到9%?10%的也有，低到5%?6%的

也有。多数人认同保8%的目标。今后的走势，是L,是U,还是V,有不同看法。企望出现V形走势，是否

探底以后重新起飞再上高速度？那结果是重蹈资源能源环境承受不了，积累消费比例失调的局面。

所以V形走势并不一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今后的经济走势，看来如果没有积极的和比较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按照钟摆摆动的原理，

以潜在增长率为轴点，GDP的年增率将从2007年的13%的高度，下滑到潜在增长率8%?9%以下，达到年

度4%?5%或更低一点，才能探底。但是有了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和支持，可以弥补一

部分出口和投资的下降，探底就可以缓于钟摆的自然摆动，在略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在6%?8%之间达到

谷底。探底以后，情况怎样呢？最好是不要出现V形走势，重新起飞向过热发展。最好出现的是L形

走势，但是这个L形的底部横线要略微上翘，紧贴围绕潜在增长率8%?9%水平的附近，上下波动。如

果达到这样的调控结果，我们就能争取到从容地调整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



间。能不能做到，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同时要靠国家计划的调控。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结构调整任务很繁重。当前形势逼迫我们非做不可的是外需型经济转向内需

型经济。一个像我国这样多人口的大国，发展经济靠2/3的外贸依存度，36%的出口依存度来支撑，

是十分不安全的，是不能持续的，这次危机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转向内需为主，是唯一的出

路，也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但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又应该是哪个为主？  

这些年，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固定资产投资率已从2000年的35.3%上升为

2007年的42.3%,最终消费从62.3%下降为48.8%,其中居民消费从46.4%下降为35.4%,政府消费从15.9%

下降为13.4%.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大部

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  

那么我们这次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重大措施中，近两年4万亿元的中央为主导的投资计划，

资金的投向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而与民生消费有关的项目虽然名目

不少，但不占主要比例。而2009年全国的20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比2008年继续增长20%,

其占GDP的比重比上年又有上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偏颇，从而带来进一步供给

与需求的失衡。在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的扩大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地区都在追求“大干快上”.但

是更需要我们操心的是消费需求的比例上不去。如果消费比上不去，就是说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

那内需问题的解决仍是困难的。  

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有许多角度、侧面、途径，如就业、社保、税收减免、市场营销等，各方

面都在研究思路、对策，都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还缺少考虑。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V:M的关系，最终分解为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若干年来，V:M的变动趋

势很明显，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关系是国家、

企业收入比重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比如1997?2007年，我国GDP增长234%,财政收入增长

490%,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67%和98%.2007年江苏省一个全国最好的电器工厂调查，这个

企业年上交税收2个多亿元，工资支出只7000万元，企业净利润2个亿。这种分配关系，显然不利于

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当然，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转化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

但这部分服务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这几年也是有下降的。  

与上述现象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在居民收入部分，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快，表现收入差

距的基尼系数，30年来已从0.29上升到近年的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尤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

费需求的实现。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然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

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

低。  

所以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一条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户

的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指出，有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公共产

品供应不均、财税再分配调节落后、以及腐败等等。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时，要从多方面入



手。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

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开始这样做了。但是仅仅依靠财税再分配是不

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决定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人们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即所有制的差别。这连西

方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

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

育、培训、机会和健康。”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面所言的一系列原由外，跟所有制

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跟私人资本财富积累暴富演进的过程，是不是有关？

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不但要从财税再分配和其他途径来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

度直面这一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级分化的趋势。这就是邓小平所说

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结论就是：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就必须增大居民收

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且缩小居民收入中的贫富差距，同时扩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

支出。要根本缩小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宪法原

则。（作者：刘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文章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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