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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提出我国两部门经济特征开始显现的观点(11月4日)

文章作者：

    我所所长李扬11月3日参加了由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证券报联合主办的“2004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中阐述了我国

经济中两部门特征开始显现的观点。 

    他说，前天开了两个会，有一个会是蒙戴尔文集在中国的首发式。蒙戴尔在理论上很大的贡献在于对货币区的论述，特别是固定汇率

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作用。用他的理论套过来，中国货币政策实际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很大，中国货币政策想达到某些目标有时候却不一定

能够达到。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认识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很重要。 

    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有一个研究者宣告了他的一个研究成果，他研究的是中国和美国固定资产投资走势，资料显示，1997年之前两国

完全不相关，而1997年之后则完全正相关。我回去之后开始查资料，我又找到两个能够支持中美经济联系增强的证据，一个是中国和美国

的CPI在1997年之前完全不相关，但是1997年之后走势完全相同。另一个证据是两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完全相同，中间有一个稳定的1.5的

利差。比如：美国国债收益率如果是2，中国就是3.5。 

    他认为，这样三组重要的数据给我们货币政策提出了警示。 

    李扬教授指出，当然，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物价走势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全面影响中国市场，而是通过对外

部门来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贸易品，而非贸易品市场不和美国一致。非贸易品比如电力，不能通过进口过来，还有房地产，大量非贸易品的

走势不受美国影响，而受到中国货币政策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从现象看，贸易品这块是通货紧缩倾向，非贸易品这块是通货膨胀的倾向。所以我们说，现在货币政策需要非常谨慎，

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他说，我们觉得就货币方面做一些建议的话，应该更谨慎一些，多采取一些信贷政策，比如像“121”政策，这个政策大方向是对的--

--尽管中间有些政策措施可能稍微粗糙一点。房地产是非贸易市场，而且是一个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的市场，对它就需要约束，而这个约束

适宜采取信贷政策，而不是一般货币政策，这个我们需要加以区别。 

    有一些政策要针对结构，有一些政策要针对总量，在目前这样一种状况下，应该多采取结构性措施。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中

国经济深深地卷人全球经济，而别的国家经济走势已经对我们生产贸易品部门以及相关部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行业发展，那么一些生产贸易品的行业多注意国际形势，多注意格林斯潘的讲话；而非贸易品行业，应该多注意

国内货币政策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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