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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ARS 防治与经济增长形势问题  

 
杨   帆  

 

关于 SARS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关于 SARS 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各种预测，有不同的前提，应

该首先统一起来，才有讨论的基础。 

第一，关于 SARS 对全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假设 SARS 能够

在 6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那么 SARS 对经济的影响

就基本限制在旅游及其相关领域。将旅游直接损失（大约 500

亿元）以 6倍乘数计算，即 3000 亿元，大致包括航空、餐饮、

出租车、宾馆等第三产业的损失，占 GDP 两个百分点左右，这

样的损失不能说小，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

9%－10%之间，在2003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10%，如果没有SARS，

全年可能达到 9%甚至更高。由于 SARS 的负面影响，大约可以

保持 7%－8%。外国的预测要低一些，是因为他们低估了中国经

济的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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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SARS 的出现刺激了一些产业的发展，其中最有积极

意义的是网络和通讯，新经济的普及。轿车销售由于私人购买

代替出租车，应该有绝对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住宅和城市建设

有结构性调整。公共卫生投资将大幅度增加。这些因素并不能

促进经济总量增加，因为 SARS 对于经济其他方面还有中期负面

影响。比如收入的减少，出口的减少，政府赤字的增加等等，

没有计算进去。 

    第三，SARS 对于北京经济的影响，胡鞍钢认为可能从 12%

－13%下降到 10%左右。而海闻等人则认为将出现零增长甚至负

增长。关键在于特大城市的服务业产值是如何计算的。北京轿

车销售额成倍增长，如全部计入第三产业产值，则与其他地区

第二产业产值重复计算，如只计算商业增加值这一部分，汽车

销售额大部分就不应计入北京市 GDP，需要国家统计局出面给

予解释。我认为，如果剔除重复计算，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所受

损失相当大。我在 2000 年预测，如没有奥运会刺激，北京 GDP

年增长 10%，7 年翻一番；申办成功可能再翻一番，年增长率

达到 13%。SARS 对于北京及其他特大城市的经济影响，可能在

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之间。 

    第四，即使全国经济保持 8%的增长率，也没有丝毫可以自

满的理由。说不上什么“一枝独秀”。7%是中国增长率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效果方面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3%。这是因为： 

    1. 中国经济基数小，只为美国的 1/8，中国增长 8个百分

点，在绝对量上只相当于美国增长一个百分点。 

    2. 中国有 4亿过剩人口，生产设备严重过剩，储蓄远远大

于投资，资本净外流，通货紧缩，就是说严重的结构问题使中

国经济增长率达不到潜在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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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经济增长率低于 7%，失业率、工业平均利润率、税

收状况出现明显恶化，相当于发达国家在 3%以下或者零增长时

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这么高，是由于经济运行机制深

层次矛盾，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与社会结构失衡长期不能

解决，而政府在此基础上强行维持高增长速度的结果。 

在控制 SARS 的形势尚未明朗的时候冒叫“经济形势大好”

是不慎重的，使人感觉“报喜不报忧”的弊病似乎只在 SARS 问

题上得到了纠正，其他方面照旧。 

 

关于控制 SARS 的形势 

 

大家普遍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行与社会交往，关键取

决于我们对 SARS 疫情的控制和预测。我认为，SARS 已经得到

有效控制，有以下根据： 

    第一，政府公开疫情并采取严格隔离措施，起到了关键作

用。北京在一个月内有 28000 人被隔离，全国可能有数十万。

各种会议、娱乐、聚会、宴请、研讨、交易会、论坛几乎完全

停止，甚至正常的交往、探亲和看病也停顿下来。这是一次全

国性的“休克疗法”，只不过不是新自由主义以市场经济瓦解计

划经济那一种，而是以行政力量为核心，调动社会组织力量，

克服市场经济外部性的另外一种。 

    第二，对于农村流行 SARS 问题，没有必要特别担心。SARS

在本质上是城市病，农村感染机会少。北京市出租车司机几乎

无人患 SARS，空气流通是关键。农村自我防范能力非常强，如

贫困地区山西吕梁有 10 万民工返回，地方政府调动 3000 万资

金和 10 万民兵，进行严密防范。政府通过广泛宣传，保证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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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隔离与公费医疗，应可控制 SARS 在农村蔓延。 

    第三，SARS 病毒传染性和变异性极强，宿主不止人类，至

少还包括一部分野生哺乳动物，难以依靠疫苗根本解决问题，

也不可能长期实行休克疗法。医学科技在发展，病毒也在变异，

人类免疫力在变化，三者互相作用，又斗争又并存，永无止境。

按照传统文化观点：SARS 属于“温湿病”一类，一般在冬春流

行，今年 5 月 6 日立夏以后会逐步减弱，到 6 月 7 日端午，可

能迅速衰竭，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特点。北京气候干燥，本

不应成为主要疫区，实是人为因素造成，SARS 过后一定要彻底

反思，追究瞒报责任和深层次根源。 

第四 ，据以上判断，我国防治 SARS 应进入新阶段。防治

SARS 要转变方式，从全国强制性休克疗法，转向专业防范和个

人防范为主。对于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继续实行隔离。推广分

餐制，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坚持消毒和健康检查。个人在公共

场所戴口罩，全民卫生习惯和防疫知识应大幅度提高并长期坚

持。医院保证门诊安全，解决不敢去看病的问题。随着人流的

恢复，上述措施需要特别加强而不是削弱。据我观察，北京市

卫生习惯和社区管理远远不如上海，农民工多，养宠物多，许

多小餐馆、电梯、厕所、学生宿舍长期达不到一般卫生标准，

绿草地上到处是废纸瓜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民长期努力。 

 

关于迅速稳妥恢复正常社会与经济活动 

 

考虑到休克疗法的效果和季节转换因素，应该及时恢复正

常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第一，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方面不同于计划经济之处，就



 5

在于收缩容易启动难。提高利率就可以迅速使股市和物价下跌，

中国还可以直接紧缩货币发行量。但是要启动经济，主要依靠

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政府政策只能间接影响人们的信心和

预期。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加难以治理，我们已经有了 5 年

的体会。因此，正常经济社会活动的恢复，特别是国际经济活

动的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会展经济的停顿已经减少了商

业定单，农民工收入、商业收入和社会中等阶层收入都已经大

幅度下降，必定影响下半年的经济。我们似乎对此估计不足。 

第二，迅速恢复正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必要性，还可以从季

度经济增长率中看出来。如果没有 SARS，中国 2003 年经济增

长率可能达到 9%，其中第一季度 9.9%，第二季度 8.7%，第三

季度 8.7%，第四季度 8.7%。因 SARS 影响，或许还有水灾的影

响，5－9月经济增长率可能有大幅度下降。 

 

假设 2003 年经济增长率为 8.5%：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增长率 9.9 9.9 9.9 8.9 8.1 7.3 7 7 7 9 9 9 

季度增长率   9.9   8.1   7   9 

半年增长率      9      8 

 

假设 2003 年经济增长率为 8%：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增长率 9.9 9.9 9.9 8.9 7.4 6.2 5.5 6 6.5 7.6 8.6 9.6 

季度增长率   9.9   7.5   6   8.6 

半年增长率      8.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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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季度预测，如果 2003 年经济增长率为 8.5%，那么二

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 7%，第四季度能够达到 9%。如果

年增长率下降到 8%，那么某月的增长率可能下降到 6%或 6%以

下，如果年增长率下降到 7%，那么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就要在

6%以下，某些月份下降到 5%，严重影响股市、就业收入和投资

信心。因此，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政府将面临防治 SARS 与恢复经济的两难选择。首先

是决策的困难，行政系统的惯性也可能妨碍经济的恢复。长期

习惯于服从“中心任务”的各级行政系统，刚刚完成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向防治 SARS 为中心的转变，考核领导人政绩的指标已

经从经济增长率变为发病人数，有的地区规定：哪里发现 SARS

病人，就撤领导人的职。因此，如何在保证 SARS 疫情不死灰复

燃的情况下，尽快恢复经济，可能比以休克疗法扑灭疫情更加

困难。 

    第四，恢复经济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困难：不能简单恢复原

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危机状态下许多社会丑恶现象得以制止，

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大大下降，社会正气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得以

发扬，政治公开化和新闻自由有所进展，农民工的待遇有所改

善，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受到重视，所有这些都不应该随着经

济的恢复而丧失。至于引起 SARS 的深层次原因则必须彻底反

思，以经济效益排斥社会效益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以经济虚

假繁荣取代政治社会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路线”，那些支持虚假

繁荣的丑恶经济现象，那些歌功颂德式的豪华建筑，那些妨碍

国家安全和根本竞争能力的外资优惠政策，那些压制民意，报

喜不报忧的新闻管制，绝不应该在“发展是硬任务”的幌子下

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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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确的方针是：抓住防治 SARS 与恢复经济的结合点进

行阶段性的工作转换。包括：向公共卫生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

建立覆盖全社会包括农村的公共卫生系统；以备战和防疫为前

提，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扩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

扩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发展电子商务和远程教育；等等。 

6－7 月份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卫生部门的严密监控下，有

计划地恢复一部分旅游、会展、培训，确保在恢复经济活动的

过程中安全防疫，以此带动整个社会与经济正常活动的恢复。 

 

杨帆（本文作者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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