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点题
我国宏观调控应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

贾 康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面临 的形势，

带有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特征。因为在

宏观经济运行持续五年位于10% 以 上

高速度区间、中央明确提出“两防”调

控任务之后，又有了一系列客观上给

经济降温、与“两防”目标同方向的“自

然因素”已发生或有待观察，如 美国

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景气

低迷和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我国年初

突发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

震，以 及我国经济周期（经验性的）“节

律”中高涨时段的临近期满，等等。

综合考虑走向过热和降温两个方

向上的相关因素，我认 为，现在提出

“既要‘ 两防’，又要避免出现较快的

经济下滑”的阶段性调控方针，是适当

的、符合实际的。这里调控面临的难

点，在于如何敏锐、及时和较全面地

把握经济多种变量中最具关键意义的

组合信息，合理地动态掌控“既要……

又要……”方针中的平衡点。在当前

特定的国情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应

强调宏观调控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的必要性。

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中的

“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

是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

控，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强调的

是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

供给的宏观调控，往往只有专业人士

对其形成了明确的概念。我之所以 特

别强调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出自如

下四 层看法：

（一）“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

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利德曼式“经典

表述”，其实往往产生明显的片面性，

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

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

胀，进而又惟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

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 法门、

完全手段。如果具体考察一下我国近

一段的物价上涨，可以 发现确实带有

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一季度8% 的

C PI上涨中，食品价格占 6.8% ，房价

占 1% ，其余仅占 0.2%。对于这种情

况，必 然引出的理论性分析解释是，

除可能存在的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

素外，应存在着食品中少数龙头产品

“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政府如能

够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 这些产

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

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

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来求得

对物价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种实证情

况和相应的“区别对待”调控模式，在

十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虽不

能说 完全没有其适用性，但应当说 具

有适应性的现实局面的出现概 率较

低，因为那里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

素自由流动，往往已自然而然地、自发

地消化 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于是

对于政府而言，便主要留下了总量调控

“需求管理”的任务和“简单的抽紧银

根方式”。但现阶段我国在市场发达、

健全程度尚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

而语的情况下，上述实证情况和“区别

对待”调控模式的适用性局面的出现

概率便极高，甚至可以说往往会成为

调控实践中应偏重的主导形态。

（二）以优化 结构为核心 的“供给

管理”，其实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

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

应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

之一。这一点由于有了上面第一层分析

认识，已合乎逻辑地可以 得知其具有

的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进而对现实

局面加以具体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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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在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

压 力和通胀压 力的同时，又存在某些

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

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或称一定的结

构失调、明显的有冷有热。如 能运用

增收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 经

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具

有在“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

盾和在“黄金发展期”维持良好发展

势头的重大意义。

—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

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农

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

工 业化 和合理的城镇化，以 及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实施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这需要在一个历史时期

中投入天文数字的财力。面对新农村

建设和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的

钱不是多了，而是仍然投入不足，大量

事情还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去办。

——我国的区域间差异在这些年

的发展过程中有所扩大，亟需通过合

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 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加 大中

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

距、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也需要为

数可观的财力，可用的钱不是多了，而

是还很 不足。

——我国在争取 2020 年实现全面

小康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 共产品

和公 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如 实行

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建立城镇基本医

疗保障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健

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 入保 障制度、

健全养老个人账户和在全国农村也实

施“低保”制度；发展城镇住房基本

保障制度；保护生态、治理污染以 改

进城乡人居环 境，等等，都需要大量

的资金，可用的钱只 嫌其少，不嫌其

多。

——我国为有效促 进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走创

新型国家之路。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

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 进科

技成果产业化 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

必 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

的同时，下决心 增加 科技投入，而 当

前这方面的资金需要尚未得到很好 满

足，我们仍然是处于资金制约之下的

科技投入相对不足状态。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逐

步构建、健全的过程之中，还应继续

瞻前顾后适当充实战略性的社保基金

以 应对人口 老龄化 带来的支付高峰、

填补转轨成本。

——我国国防和必要的重点建设，

仍需可观的资金支持。

总之，如果当前在以货币政策的

“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积极收敛

流动性的同时，有所区别地在我国“三

农”、社会保障、区城协调发展、自主

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

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

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

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

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

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

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

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经济过热，而且

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

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在我国的调控

实践中，这应该成为一大特色。

毋庸讳言，这种“有保 有压”、“有

支持有节制”的结构性方略，也有可

能给政府体系带来一种“政府万能”的

幻觉和轻易滑向过度调控的危险性（乃

至带上“旧体制复归”色彩），所以 有必

要使 承担调控之责的各政府部门务

必 保持清醒头脑，始 终把 结构对策、

供给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场经济配置

资源基础机制的“政 策理性”范围之

内，避免做 出那些过多、过细碎的行

政干预和“越界”调控。但是，我们不

能由此轻视“供给管理”的重大意义。

（三）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

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 ，大思路定

位必 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

能方面有自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

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如在经济周期

中的每一个高速增长期，通过积极主

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

有保有压 地拉长其时间段，而当每一

个相对低迷期来临，则在“反 周期操

作中”尽量以 扩张和结构升级 缩短 其

时间段，那么就是在力求尽量贴近“又

好又快”状 态的长期持续增长，正是

实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所追求的中

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观调

控的基本要领。

在近期的相关讨论中，已有一些

研究者敏锐地涉及 到 了在我国资源、

环境约束的新时期如何防止“滞胀”这

一问题。如果从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

国典型的“滞胀”情况看，那么有必要

提 及的一点是其带有由政府政策的

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的特

征，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来说，极

有必要深长思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

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

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

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

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

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如果以

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 包揽，以 为政府

增收的财力可以 不加区别地按 平均主

义 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

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 而不

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

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

损于国家现代化 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

远利益。

所以 ，以“供给管理”中的清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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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点、渐

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

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

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四）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

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结构的同时，还

应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

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为降低行

政 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 事效

能，积极稳妥筹备、在时机成熟时更

有力度地推进“大部门归口”的机构改

革，以 及国、地税合并的机构改革等，

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员分流、安置的经

费；为有效维护社会公 平正 义，在深

化司法改革方面，应坚决落实“收支两

条线”原则，充实公检法系统公 用经

费矫治公权扭曲，同时加 强法官、检

察官、警官培训和加 强“廉政公 署”、

“中纪委”式权力制衡、监察机构所需

经费；“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扁

平化改革推进到综合改革、减少地方

行政层级时，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经

费支出，等等。这些也应纳入中国特色

“转轨经济学”和宏观调控“供给 管理”

的框架之中，深化 改革将成为进一步

解放生产力、支持“又好又快”发展的

持续动力源。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所长）

责任编辑  陈素娥

经济纵横稳定经济增长速度

  抑制价格过快上涨

——200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及展望

钟 宏

今年以 来，我国面临了世界经济

下滑、主要商品价格特别是石 油、粮

食价格大幅上涨、美国次贷危机带来

全球金融动荡以 及 国内年初的低 温

雨雪冰冻灾害、四 川汶川特大地震、

南方严重的洪涝灾害等严峻形势，国

民经济受到 连续冲击。但是在此 不

利的环境下，中央明确提出一手抓抗

灾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连续

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

半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

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

发展。

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形势

（一）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夏收作物获得较好收成，工 业

生产增速有所减缓。初步测算，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 130619亿元，同比

增长10.4% ，比上年同期回 落1.8个百

分点，比一季度回 落 0.2个百分点，仍

处于较快发展区间。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 11800 亿 元，增长 3.5% ，

回 落 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67419亿 元，增长11.3% ，回 落2.4 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51400亿元，

增长10.5% ，回 落1.6个百分点。初步

统计，全国夏粮产量达到 2408亿 斤，

比上年增产 61亿斤，增长 2.6% ，连续

第五年增产。预计早稻播种面积 8560

万亩，秋粮播种面积 11亿亩左右，均

与上年基本持平。上半年猪牛羊禽肉

产 量比 上年同期增长 4.8% ，生猪出

栏增长 3.7% ，生猪存栏增长 5% 。上

半年，规模以 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3% ，比 上年同期回 落2.2 个百分

点。

（二）内需继续快速增长，外需明

显减弱。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58436亿 元，增长 26.8% ，比上年同

期加 快 0.1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加快

0.9 个百分点，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15.3% ，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速回

落7.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 落 0.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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