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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春季座谈会”综述 

 

 

2007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召集了“经济形势分
析与预测2007年春季座谈会”。这是该课题组自1990年成立以来召开的第33次此类座谈会。来
自国务院各部委、有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部分省市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首都
各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也到会进行了采访、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了会议
发言。

与会专家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本轮经济周期的特点及未来的走势进行
了分析与预测，并就2007年宏观经济调控的取向和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一、对本轮经济周期特点的分析及对2007年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2007年1季度，GDP增长11.1%，增长势头十分强劲，创造了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增速。伴随这一
新的高位增长点的出现，2007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否再创新高？还是会结束扩张，出现减
速趋势，从而形成本轮经济周期的转折点？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与会专家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本轮经济周期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有专家认为，本轮周期呈现出在景气波动中上升的特点，景气波动构成了其中更短的周期。按
照这一方法，目前的高位增长表明经济运行正在经历本轮周期的第三次景气波动的上升期；从
未来经济走势看，第三次景气波动将在2007年下半年进入收缩期，随着此次景气波动的结束，
本轮经济周期可能进入下行区间。按照将周期划分为收缩期、稳定期、扩张期的三阶段方法，
经济周期将呈现低速增长—适度增长—高速增长再到适度增长—低速增长的特征，按照这一划
分方法，虽然未来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出现持续下降局面，但仍将处于高速增长区间，表
明目前经济运行仍处于扩张期。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中小周期相套的特点，与会专家对2007年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了分歧，一种
意见认为经济增长率将继续走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增长难以在高位停留而放缓。 

但大部分专家认为，近期内我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2007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2006年快速
增长的势头，呈现高位趋稳局面，全年增长率与2006年基本持平或略高于2006年。 

二、当前经济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与会专家把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概括为“五过”，即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和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从经济增长速度
看，与本轮宏观调控前的2003年相比，经济增长率逐年上升，2007年1季度已超过11%，存在经
济增长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从投资增长率看，虽然2004~2006年投资增长率出现了
小幅降低，但一直在20%以上；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4~2006年分别达
到了44.1%、48.5%和52.4%，2007年很可能达到56%。从信贷投放规模看，不仅远高于当年预
期，而且结构不合理，长期贷款增长过快；2007年1季度这种状况还在恶化，1~2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9800亿元，同比增加2636亿元，贷款增量相当于全年预期的1/3。除上述“三过”外，自
2005年开始，又增加了贸易顺差过大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2004年贸易顺差只有320.9亿美
元，而2005年和2006年分别达到了1020和1775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10%和453%。2007年1季
度，贸易顺差还在加快，前两个月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比2004年全年的顺差还高。贸易顺
差大量增加，不仅使贸易摩擦增加，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加剧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
过剩。 

2．居民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居民
消费增长相对缓慢，从而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2005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
率仅为51.9%和38%,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还分别低了10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投资率
大幅攀升，从2001年36.5%飙升到2004年的43.2%和2005年42.6%。其中，2005年投资率虽下降了
0.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增加了2个百分点，算总账，总投资率仍是上升的。消费
与投资的比例失衡已成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不仅大幅度地降低了投资效果系
数，也非常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3．抓好降耗减排，转变增长方式。“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单位产值能耗减少20%和主要污染
物排放减少10%两个约束性指标，2006年初又分别提出了产值能耗减少4%和主要污染物减少2%的
年度目标。一年来为完成这两项目标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达到上述目
标的要求。为了在“十一五”期间完成这两项任务，必须认真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节能降
耗、环境保护的关系，把实现这两个目标作为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杠杆。 

4．股市风险加大。A股市盈率在2006年11月已超过25倍，1个月后更达到33倍以上，不仅与英美
相比，就是与印度、韩国、中国香港相比也显得过高。而目前我国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十分
旺盛，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股市的风险。 

三、2007年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预测 

结合对当前经济形势及2007年经济走势的分析，专家们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2007年
各项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1。 

表1 2007年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预测 单位：% 
指标名称 2007年 
GDP实际增长率 10.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 22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率 14.4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 2.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 10.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7.2 
进口总额（亿美元） 9700 
进口总额增长率 22.5 
出口总额（亿美元） 12010 
出口总额增长率 23.9 
外贸顺差（亿美元） 2310 

四、关于2007年宏观调控 

专家们认为，造成我国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原因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因此，宏观调
控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着眼于长远，解决制约我国经
济增长的一些长期问题。 

1．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目前，投资增长率虽有所降低，但同时要看到
还存在推动投资反弹的因素，如2007年各级党政领导换届，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等等，因此
防止投资反弹仍是2007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作。 

2．继续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把提高居民消费率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特别要注意
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1）提高各阶层居民收入，特别是着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
入。扭转多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2）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把扩大社区服务业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3）完善各项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
度的改革，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促进即期消费的增长。（4）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
费环境。要针对影响消费扩大的主要问题，努力改善消费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在城市要按照轿
车进入家庭的要求重新规划市区与郊区的布局，把道路、停车场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取消
限制轿车消费的不合理规定。健全住宅市场体系，扩大住宅市场交易规模。加快新一代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应大力提高自来水普及率，完善电网和交通运输体系。同时大力促进县
域服务经济的发展。（5）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6）合理引导消费，倡导健康文
明的消费方式。扩大消费不等于盲目刺激消费，要适应现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建立可持续的消
费模式。 

3．进一步开拓思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问题，
更表现为一系列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方
面。其中核心问题是居民消费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
原因则是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二元经济结构的解决，根本出路又在于城市化和农村劳
动力的非农化。为此，在继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应大力推进县域工业化的发
展，在更大的空间促进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全面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这是解决我国宏观经济结构问题的治本之路。为此应加大对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
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4．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协调性和及时性。宏观调控政策与措施不协调或作用力相
反，就会降低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当前，还有不少这种情况存在，例如，以刺激大量出
口为目标的出口退税政策和减少外贸顺差、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目标就存在矛盾。再如，在控
制房价过快上涨过程中，只强调了控制住房的需求，而忽视了扩大供给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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