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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从最困难时期进入最复杂时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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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明年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强的回升势头，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主要体

现在面临三方面的“双重挤压”：一是在出口上，中高端产品出口受发达国家“反倾销”的挤压，低端产

品出口受发展中国家更低生产成本的挤压；二是在投资上，传统工业项目受产能过剩的挤压，尤其在

外需收缩时压力更大，而新型工业项目由于技术不成熟，又受到高风险的挤压；三是在利用外资上，

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受到周边国家的挑战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正逐渐失去比较优势，高端的

研发领域难敌发达国家的竞争，吸引外资正大幅度下降。因此，对明年的形势不能过分乐观，必须充

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因素，国外权威机构对我国明年经济增长普遍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亚洲开发

银行预测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9%，高盛公司预测为10.9%，经合组织预测为10.2%，IMF预测

为9%，世界银行预测为8.7%。我们判断，在宏观政策调整不出现大震荡的情况下，明年我国经济增

长率将达到9%-10%，其中投资增长25%左右，消费增长15%左右，出口增长10%左右，工业增长13%

左右。从态势上看，增长率将前高后低，一季度有可能超过11%。 

  明年是宏观调控难度最大的一年。世界经济缓慢曲折、困难复杂、寻求变革的复苏之路，将对我

国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将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并形成一定的压力。如外需短期内难

以好转，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协同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将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增长模

式转变要求中国扩大内需，降低外需依赖度，从而加重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等。但另一方面，如果能

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促进。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等，也使宏观政策处在两难的境地，存在五个方面

的矛盾：第一，调结构与促增长的矛盾。明年若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导致经济的第二次衰

退。但如果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可能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过热

的情况下，会导致更大的资产泡沫；第二，管理通胀预期与扩大流动性的矛盾。一方面，“管理好通

胀预期”需要降低明年的流动性供应，否则会给后年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流动性

大量减少，又会对已经形成的投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量的烂尾工程；第三，实体经济增长

与产能过剩的矛盾。明年加快经济复苏需要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但很多实体经济部门却面临着

严重的产能过剩，而明年的出口又难以恢复到2008年水平。因此，“保增长”的结果很可能导致产能过

剩进一步加剧；第四，刺激政策退出与热钱流入的矛盾。明年针对发达国家救市政策有步骤的退出，

中国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进行动态微调，否则在下一轮经济调整中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第五，稳

定房市与促增长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大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过高，产生资产泡沫，

 



急需进行控制；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一旦政策改变，有可能导致

市场大的波动，影响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面对上述复杂的形势，我们判断，明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将处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键阶段，预计宏

观经济政策将总体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总基调将不会改变，但财政政策将更加

注重“调结构”和“惠民生”，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适度”，“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工作方针将调整

为“稳增长、防通胀、调结构、促转型”，“调结构”将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具体来看，在促进消费方面，将会加大力度，继续落实、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

策；在规范投资方面，将加强对前期投资项目的梳理，重点推进中央投资项目建设，严格审核和控制

地方投资项目，并将出台鼓励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办法；在结构调整方面，将严格整治过剩行

业，加大对节能减排的优惠和扶持，并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结构调整；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将

实行有保有压，对基础设施工程、西部开发、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投资，采取较宽松的信贷措施；对城

市房地产的信贷，将持较谨慎的信贷取向；在深化改革方面，明年将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促调整，

重点将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政府改革；在改善民生方面，将继

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 

  因此，与今年事实上的单纯“保增长”政策目标不同，明年“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等多个目

标将齐头并进。明年调控政策的把握难度明显增大，需要有更大的针对性、灵活性。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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