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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1.9%经济过热受遏制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全文公布了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中透露：去年全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约26%，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 百分点。“增长速
度还是快了”，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曹玉书曾于1月底表示。

“这和往年相比，东部地区的增幅是慢了。”中国社科院宏观研究室主任袁刚明说道，“但三
个地区的增幅相差并不大，要知道东部的基数已经非常大，去年煤炭、电力、铁路、铝金等产
业的投资力度非常大，而这些产业都集中在中西部，这么热的投资力度中西部还是没有抓住机
遇大幅度超过东部。” 

“我去年在新疆考察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了，但国家银行对当地企业贷款却大幅度
减少了。”袁刚明表示。 

相比之下，东部几个热点行业的投资在2004年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在城镇500万元以上项目
中，钢铁投资比上年增长32.3%，增速比上年回落63.9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上年增长86.6%转
为下降1.8%；水泥投资增长43.3%，增速比上年回落70.1个百分点；汽车投资增长53.5%，回落
24.3个百分点；纺织投资增长30.3%，回落56.4个百分点。但公报数据仍显示，东部地区去年投
资增幅达到近26%。“要知道，在2004年的1~2月，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8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3%，这可是199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之最！”国家统计局一位专
家说道。 

对此，袁刚明分析，东部地区的产业面已经很广，钢铁、水泥的投资过热不是投资总量过热的
主要原因。 

对于东西部差距拉大的现象，2003年11月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了要统筹东部和中
西部协调发展。紧接着，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态，2004年将把较多财力物
力放在经济薄弱环节。 

“不过，从目前资料来看，2004年的社会贫富差距并没有比2003年缩小，基尼系数仍处于警戒
边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原所长陆学艺说。 

中央党校经济教研部陈文通教授告诉记者，造成城乡和东西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体
制、政策性因素以及行政垄断而不是资源地理要素，“不是仅靠财政转移支付所能解决的”。 

“市场都非常关注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希望能够就此对2005年的总体形
势作一个理性的判断。”国泰君安证券的分析师们表示，年初两个月的数据可能会左右政府的
政策走势，从而影响到全年的投资环境。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测，2005年“投资增长不会垮掉，很可能就是保持在15%到10%
之间。”因为去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今年利润的增长可能会从去年的30%左右降到今年的10%左
右，利润下降本身就足以使增长慢慢回到原来的水平；在一些主要的消费领域当中，尤其是房
地产，即使加息一个百分点，房地产的需求增长很可能也是保持在20%左右；除此之外尚有其他
一些行业还需要继续大力投资。 

对于价格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则认为，国内目前确实存在七个价格
上升的压力。一是从2003年以来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向下游产品的传导；二是国内粮食的生产
量还是低于国内粮食的实际消费量，这个问题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三是成本推动的因素上，
CPI和PPI之间的差距；四是国际市场的油价的上涨；五是垄断性的产品的存在；六是劳动力成
本逐渐上升，广东出现了民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七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趋势。 

公报数据显示，在2004年，长江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14亿元，累计投产11台发电机组，累
计新增发电机组容量770万千瓦；青藏铁路累计完成投资198亿元，累计正线铺轨743公里；西气
东输管道工程年底全线正式商业运营；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同时开工建设，5项单项工程累计完
成投资21亿元。在中央政府投资支持下，累计改造县际和农村公路15万公里，解决了农村5020



万人的饮水困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累计完成项目163个，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体系1296个项目基本竣工。据了解，上述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大部分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统计局还认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其他的主要问题，包括有：农业基础还不稳固，保
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
还比较严重；部分居民生活仍较困难；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仍然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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