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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实体经济好于统计数据(2004年2月19日)

文章作者：

    2003年中国GDP增长达到9.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6%以上，特别是2003年前三季度的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过热

声音随之而来。因此，2004年中国经济是否能实现软着陆也就成了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大问题。 

    早些时候，我也对国内经济过热深信不疑。因为，看看已公布的一些统计数据，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都有过热之嫌。不过，春节到杭

州一游，发现浙江经济的实际情况比统计数据要好。看到浙江经济如此繁荣，以此来参照，国内经济争论过热不过热，其实早就不重要了。 

    经济繁荣随手可触 

    春节到浙江的余姚，无论是从退休的老人口中，还是企业老板及政府官员的言语中，听得最多的是，2003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一

年，经济增长随手可触。看看拔地而起的高楼与民居，满街而跑的出租车，商场涌动的人流，市场与超市中排着长队的购物人群，你就能够

从中感觉到经济发展之繁荣。 

    据了解，余姚这个人口仅有85万左右的县级市，2003年GDP达到260亿元，人均产值3万多元；2003年财政收入超26亿元。而且据了

解，附近的萧山、慈溪、绍兴、宁波等地的经济形势比余姚还要好。我乘车行驶在杭甬高速公路上，看到萧山、慈溪、绍兴等处所建的一栋

栋西式的洋楼，尽管洋中带土，但该地区西式洋楼之多、之豪华国内任何地方无法与之比拟。可以说，这些洋楼正是当地经济飞速发展与繁

荣的象征。 

    在余姚，你可以看到江南这个小小县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不仅出租车遍地都是，而且各种名牌小汽车也汇集于此。行走在街道

上，一辆辆的奔驰宝马车时不时地映入你的眼帘。一个亲戚告诉我，在余姚下面一个叫朗霞镇的地方，就有奔驰车几十辆。而且对于一般的

小老板来说，开上一辆奥迪车早已是十分普通的事情了。北京那种塞车的情况在余姚也时有出现。从这不仅映射出刚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

的讲排场的文化，也映射出当地民众的富足程度。 

    消费需求迅速扩张 

    当地一位超市老板告诉我，2003年是他们企业发展最快的一年，而且这一年发展要用“飞速”来形容，其营业额增长一倍以上。这其中

有一部分价格上涨的因素（如与粮油产品相关的商品价格在12月份上涨了30%），但更重要是民众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比如，在春节前的

几天，超市里购物就如抢购一样，人山人海的购物者，收款台漫长的排队等候，购物者一车又一车地把东西买走。看情景，如果不是各种物

品十分丰富，超市里的商品一天就会被抢购得精光。这种现象不仅折射出当地生产与市场之繁荣，而且也表明民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

支配收入增加及消费需求迅速扩张。 

    我也曾与几个企业小老板交谈过，他们谈及自己企业成长过程、现在情况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一家生产电瓷煲的企业，2003年的产

值达2亿多元，其主要产品出口美国，而且他们对自己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目前正向多行业扩张。另一家生产同步传动带的企业，是4年前

借亲戚35万元起家的，第一年产值就达到近100万元，第二年达到200多万元，第三年达到400多万元，2003年产值过600多万元，他预计

2004年产值在达到800-1000万元。可以说，浙江不少地方，这样的企业星罗棋布。 

    就这种生产一个小小部件、产值不算高、企业规模又不大的企业，为什么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最为重要的是浙江这些企业适应了

刚出现的新型分工格局。这种新型的分工格局主要表现为产业集群化，即大量的相关企业按照一定的经济联系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形成

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如余姚临山镇生产的电话按纽，其产量占全国市场的8%；陆埠镇水暖配件则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绍兴

纺织品企业就有4057家。目前浙江省上下已经看到这种产业集群的优势，在未来几年中会进一步强化它。也正是这种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

成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 

    浙江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上。这几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余姚的房地产热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整个春节，

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在谈论房地产这个话题，“买了房子没有？买的房子升值了多少”，成为人们寒暄语。据了解，近两年来，余姚商品房

的价格上升了一倍以上。一位朋友2002年购买一套期房，当时价格每平方米不到2000元，去年下半年交房并装修，目前该房的价格已经上

升到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现在，不少人正在炒作房子，除了期房，已经无房可购了。这里面既有房地产炒作之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房

地产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政府改革至关重要 

    当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改革的滞后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政府改革走在前面的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加快。有朋

友告诉我，为什么余姚的经济发展不如萧山等地，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理解程度不如那些地方好。而且政府触角伸到地方，其资源运

作的低效率就可能出现。 

    总之，这次春节到杭州一游，从当地经济的繁荣状况来看，实体经济的发展比政府统计数字要好，而且这种发展态势会越来越好。对

于这种发展态势，我想不是要如何让其经济软着陆，而是要破除政府改革滞后的障碍，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微观环境，以增加企业发展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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