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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根本动力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8月10日   李国学 

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达成共识，中美两国将各自采取措施促进国内经济平

衡和可持续的增长，以确保两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有力复苏。王岐山副总理也在7月28日的会谈中表

示，中国政府在保增长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由此可以看出，优化经济结构、扩大

内需已成为共识。 

在国内消费不足、出口下滑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和信贷扩张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但在投资项目和资金流向方面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本轮投资扩张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充

当了主导力量，它们在铁路、公路、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资本密集型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投

资，而在轻工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私人资本还未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投

资所有权结构特征因缺少竞争不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投资的行业结构特征因资本密集度较高也不

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强有力措施，但这些政策却被股市和楼市巧

妙地利用了，信贷资金较多地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又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埋下了隐

患。金融危机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挤出了股市和楼市泡沫，使资本市场渐渐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然

而大量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将会再次滋生资产泡沫，并且受到国内资产价格上涨的影响

国际投机资本也会重新流入中国。如果不及时调整信贷资金流向结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很有可能

使中国经济急速下滑。 

中国是一个存在着严重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如果上述投资结构和信贷投放结构没有适时调

整，中国的城乡结构不平衡和内外部经济结构不平衡将会进一步加剧，并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复

苏。资产价格的上涨增加了股票和房产持有者以及外国投机资本的财富，而那些很少有过剩资金进

行投资或投机的低收入者却被拒之门外。特别地，当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引起通货膨胀时，政府政

策操作的难度将会加大，低收入者的购房负担将会更加沉重，物价上涨将会进一步削弱居民的购买

力，影响国内消费需求。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固然是促进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结构优化也不可小

觑，它不但直接关系到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而且也是促进就业、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因此，

要想夯实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逐渐从“急救治疗”

阶段向“康复治疗”阶段转变，在保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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