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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效需求是防止生产过剩关键(王建；12月15日)

文章作者：王建

    自今年三季度以来，党中央认识到发生生产过剩的可能，已提出了宏观政策指导方针，在战胜生产过剩矛盾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

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明年仍然需要高度重视生产过剩问题的巨大风险，应考虑扩大内需和提高消费的政策是否能有很强针对性，能否

针对主要过剩产品创造出“有效需求”。 

  西方经济应付手段不适合中国 

  过剩是由分配不公造成的，但是具体到目前的中国又有不同。在中国出现生产过剩，是因为在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中出现了新的财富群

体，他们在90年代末期出现的对住宅和汽车的爆发性需求，导致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3年的投资高潮，但投资高潮并非是在所有产业领域

都出现，而只是在与住宅和汽车相关度最强的几个产业领域出现，即钢铁、有色、建材、能源等，因此已经和将要发生过剩的产业也主要是

这些产业，这与西方市场经济中在经济繁荣期所有产业的投资都大幅度增加，在过剩的时候出现普遍过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国目

前的特殊性。 

  所以，简单地参照西方市场经济中对付生产过剩的一般政策和手段来应对中国今天的过剩矛盾，效果可能就不大。 

  例如，有人寄希望于即将兴起的中国“新农村运动”，把拓展农村消费空间作为防止生产过剩的重要手段，也有人把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

构，提高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比重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应该说这些事情都很重要，都应该做，也早晚得做，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在

对付即将到来的过剩危机中却可能是无效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由于过剩主要发生在与住宅和汽车相关度最高的几个产业领域，例如从主要的过剩生产能力看，到2007～

2010年间，钢可能过剩2～3亿吨，汽车可能过剩1000万台。增加农村居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可能把如此巨大的过剩能力吸纳掉

吗？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消费品(例如家电产品)下乡的方案，但是每台电冰箱和洗衣机耗用的金属材料只有几十公斤，而一台汽车要耗

用一吨，一套100平米的住宅要消耗3吨钢材，与电冰箱等产品对比，对金属材料的耗用量差了两个数量级，如此，即使把农村居民主要家

用电器每百户拥有率提高到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电冰箱从25％提升到95％，洗衣机从目前的7.7％提升到95％)，所耗用的金属材料也只有

不到1500万吨，只相当于500万套住宅的水平。如此，相对于数亿吨的钢铁产能过剩，只能是杯水车薪。 

  此外，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搞好新农村运动，都需要很长时间，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靠政府的转移支付系统，来对高收入

人群进行再分配，然后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收入补助，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个人收入征信系统，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就缺乏客观

依据。同时，中国的税制目前仍是以流转税为主，要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就得改成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这些事情都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

事，但是出现显著生产过剩却是未来一、两年的事，由于缓不济急，用提高农村和城市普通居民消费水平的办法来对付目前的生产过剩问题

就是“文不对题”，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提出了增加消费的宏观指导方针，仍然有可能由于政策失当而难以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道理。 

  着眼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所以，防止生产过剩危机必须创造有效需求。在扩大内需方针的背景下，当然还是着眼于投资和消费这两个国内需求。 

  从消费看，要靠扩大按揭贷款规模，增加住宅与汽车消费。 

  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销售面积累计为18亿平米，按每套面积100平米计算，大约有1800万户城市居民已经购买了住房，约

占中国城市居民总户数的18.5％，也就是说还有超过80％的城市居民没有买过商品住房。中国目前有超过70％的城市居民拥有独立住房，

但这些住房大部分是“房改房”，在户型、位置、面积等方面都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因此发展城市住宅建设仍有巨大空间。 

  由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城市居民还没有购买住房的能力，为了对付过剩矛盾，启动住房需求，就得大幅度放松按揭贷款条

件。美国自“9·11”以来出现了逐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房屋按揭贷款条件太宽松，例如美国的房屋抵押贷款公司允许

“零”首付，并且可以放宽至前5年只付息，不还款，贷款年限最长的可以达60年，并且把贷款上限从500万美元提升至1200万美元。 

  我们虽然不必学美国用按揭贷款制造泡沫，但用放松贷款条件的做法启动住宅需求还是可以的。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目前在中国

城市就业人口中，已经大约有20％的人月收入在3000元的水平，如果把住宅按揭贷款年限从目前的20年延长到30年，并且大幅度降低首付

比例，甚至在特定时期内也允许“零”首付，就可能吸引超过2500万个城市家庭进入购房市场。对汽车消费也应当采取类似政策，这样就可

以保持住汽车和房地产等产业对钢铁、水泥等过剩产品的吸纳能力。 

  从投资看，要靠“廉租屋”投资带动投资的增长。 

  投资占了近年来需求增长的60％，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是保持“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不能再继续加大

对已经过剩产业领域的投资，否则就是饮鸩止渴，使今后的过剩矛盾更严重。 

  上届政府为了启动需求，搞了大量国债投资，主要投资领域是基础建设，目前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也相对饱和了，但是城市廉租屋建设

的步伐却始终很缓慢，目前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50个搞了廉租屋工程。从发达国家看，在城市人口中都是有50％居住政府的

廉租屋，如果中国到2030年有12亿城市人口，其中一半住廉租屋，按人均25平米计算，就需要150亿平米，如果每平米投资3000元，未来

25年就需要近50万亿元的投资，那么在“十一五”期间投资5～10万亿元廉租屋，就很正常，更重要的是“该投的投了”，就能在正常条件下保

持住投资的增长率。 

  创造“有效需求”的提法由于是支持有能力的人买房买车，似乎又是对财富阶层有利，但如果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和

大量失业，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在生产过剩危机已经逼近的时刻，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只能是在防止短期内可能发生危机，保持住中国经济

增长的步伐不中断，而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农村与城市大多数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则只能放到中长期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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