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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及评价 

 

 

2006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运行态势，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0.2%，工业增长
较快，投资增速较高，国内消费市场平稳，价格运行稳定。总的看来，我国经济在新的一年取
得了较好的开局。

1．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出现了投资反弹的迹象。从2004年开始，针对当时可能出现的
经济过热，中央政府避免了以往治理经济过热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在“分类指导、有保有
压”的原则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包括紧缩信贷和控制土地，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比例，有针对性地对商业银行加强“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等。对房地产、钢铁、水泥和
有色金属等高耗能行业进行重点调控。在宏观调控作用下，投资增速出现了放缓势头。但是，
2006年1月～3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增幅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分别提高4.9
个和2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增幅同比提高4. 5个百分点。从投资的月
度增长数据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回升的态势。 

2．国内消费市场增长平稳，居民消费倾向继续降低。从总量上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增
加；从增速上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基本保持稳定。200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上年增长12.9%，2006年1月～3月，同比增长12.8%，基本维持了上年的增长水平。从区域上
看，城市与农村消费增速差距进一步缩小。2005年，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同比降低
0.9个百分点；而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受农业减免
税、增加农民补贴等政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6年1月～3月，城乡消费增幅差距
进一步缩小。居民消费倾向呈继续降低的态势，居民储蓄则保持了较快增长。对于城镇居民，
受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体制改革的影响，居民支出预期增加而收入预期不稳，导致消费倾
向降低。对于农村居民，虽然消费增长有所加快，但由于缺乏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农村居民
消费增长趋势受到制约。 

3．外贸依旧活跃，外贸运行由“高出低进”向“均衡增长”过渡。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持续
快速增长，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贸易顺差101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99亿美元，净出口
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迅速上升，其贡献率超过了20%，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
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此外，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的负面影响也逐步
显露。2006年以来，进出口总额仍然保持较高增长，比上年同期增长25.8%。出口增速有所回
落，进口增速上升较大。1月～3月，出口累计增长26.6%,低于上年同期近9个百分点左右；进口
累计增长24.8%，高于上年同期近17个百分点，导致了2月份贸易顺差较大幅度的回落。这种变
化与季节性因素有关。 

4．三次产业稳定增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2005年，我国农业总体上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粮食连续两年较多增产、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幅的持
续提高，对稳定宏观经济全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未有根本改变。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利润状况良好。2006年1月～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3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65.29，比上年同期提高7.6点。服务业较
快增长。2005年，批发贸易零售业增加值增长11.4%，金融保险业增长9.8%，运输邮电业增长
12.4%，房地产业增长5.3%，其他服务业增长8.1%。 

2005年，某些行业由于前几年过度投资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开始显现，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
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连续几年投资高增长形成的产能正在集中释放，现大多正遭遇产品
价格下跌、库存大幅增加以及利润明显下降的困扰。此外，由于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局部
过热，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直接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些行业有可能在不久的
将来由过热行业转化为新一轮的过剩行业，对此必须引起足够警惕。 

5．价格稳中走低，但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的通货紧缩，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当前，价格形势
的主要特点是，在总体上价格波动不大，但从2005年以来价格涨幅回落的趋势还在延续。2006
年1月～3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同比上涨1.2%；2月当月的CPI涨幅为0.9%，比1月份
涨幅大幅回落了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上年同期是春节所在月份，CPI涨幅为全年的最
高值3.9%。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来看，2月涨幅为3%，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呈继续回落态势。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的小幅回落，主要是受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涨幅回落因素
的影响。此外，除石油和燃料动力价格之外，上游商品价格与下游商品价格出现收敛趋势，价



格传导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总的来看，目前不会出现价格总体水平较大幅度上升的问题，3%的
预期调控目标，可为今年资源价格改革对物价上行影响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虽然受
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价格指数有一定下行风险，但由于投资仍在高位运行，投资增速保
持在20%左右，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仍相对较高，因此，不会出现投资乏力、价格低迷的通缩
局面。 

6．货币供给稳步增长，货币结构流动性进一步下降。2005年，金融总体运行平稳，货币信贷总
量增长总体适度，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与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相比，狭义货币供应量
增长速度相对偏低，货币结构流动性进一步下降。2006年，我国的金融运行基本延续了平稳态
势。3月末，M2同比增长18.8%，快速增长的势头略有放缓，M1增速有所加快，同比增长12.7%，
但狭义货币供应仍显偏紧。数据显示，居民储蓄存款保持稳步较快增长，企业存款增速提高。2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31.04万亿元，同比增长18.5%；3月末，全部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21.9万亿元，同比增长14%。在银行信贷方面，3月末，全部金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尽管银行信贷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但仍低于存款增长率，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存差进一步扩大。 

出处：2006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1期（总5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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