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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
李 鹤  刘永功  严于龙

针
对 2007年以 来经济增长全

面加快的形势，国内外各类

经济分析机构都对我国经

济增长态势给予了高度关注。说过热，

主要依据就是增长速度过快，2007年

前三 季度 G D P 增速 达 到 11.5% ，创

1996 年“软 着陆”以 来同期经 济增长

速度的新高。预 示 着当前我国经济在

偏快区间运行，但偏快不等于说 全面

过热，应该正确看待。

首先，“快”有其历 史必 然性，也

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 2002 年下半年

起，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2007年我国经济仍处于这一轮增长周

期的高平台上，增长惯性还比较强。其

次，“快”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的支持。

经过近三年的宏观调控，我国宏观经

济环 境渐趋于比较宽松。一方面，农

产品 供求改善，煤、电、油、运紧张局

面得到初 步扭转。另一方面，资金比

较宽松。第三，“快”是外部形势趋好

在内部的反映。近几 年来，全球经济

复苏进程在继续，世界经济持续看好，

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普遍

加 速，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 的

外部环 境。第四 ，“快”与行政性推动

力量较强密切相关。2007年是一个特

殊的年份，十七大召开和迎接 奥运 双

重效应形成的行政性推动力量成为我

国经济加 速增长又一重要因素。

偏 快和过热的最根本区别在于经

济运行是否处于良性状 态。衡 量经济

是否过热，不能仅仅 看经济增长速度

的快慢，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经

济问题，对其判断需要综合考虑，我

们认 为主要应该 看 经 济发展的基本

面。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总体

是好的：一是经济效益继续提高；二

是从经 济运行的约束因素来看，煤、

电、油、运这些因素没有继续加 大，正

在逐步缓解；三是市场销售情况良好。

尽管存在着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

面上涨的风险，但物价上涨的幅度还

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发 生严重的通货

膨胀。由此不能轻言经济过热。

2007年，我国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

宏观调控措施，包括提 高证券交易印

花税、出口 退税和下调储蓄利息所得

税等财政措施，以 及提 高准备金率、

加息等货币政 策。这些宏观调控措施

旨在通过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

从 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

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

为全面上涨。特别是要通过宏观调控

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尽管进入 2007年二 季度，经济增

长速度继续加快，但随着政府宏观调

控政 策的逐步落实和发生作用，到了

三 季度，国民 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

放缓或趋稳，表明经济增长偏快的势

头得到了初 步遏制。三 季度规模以 上

工 业 增加值增长 18.5% ，比 二 季度回

落 0.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25.3% ，比二 季度回 落1.7个

百分点 ；出口 增长 26.2% ，比 二 季度

回 落1.2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增长

51.1% ，比二 季度回 落22.2 个百分点。

虽 然在宏观调控的积 极作用下，

经济偏 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 步遏制，

但在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原有因素尚

未根本消除的同时，又 出现了一些新

的因素，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

风险 仍 然存在。一是投 资增长依 然

过快，存在较 大的反弹压 力。2007年

1—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

同期加 快 0.2 个百分点。特别值得 关

注的是，新开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在进

入三 季度后出现 大幅度的回 升。二是

货币供应与信 贷投 放依 然过多。11 月

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 18.5% ，

比 上年同期高1.7 个百分点；狭 义货

币供应量同比增长 22.1% ，比上年同

期高 5.3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比年初增加 35837 亿 元，同比多增

6551亿 元，已大大超过全年 2.9万亿

元的新增贷款控制目标。三 是贸易顺

差过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11 月，

进出口 贸易顺 差 累计达到 2381亿 美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16 亿 美元，增

长 52.1% ；外汇占款新增 31639亿元，

同比多增 8319亿 元。此外，在上述“三

过”问题尚未根本缓解的情况下，消费

增长加 快 又 形成了新的需求，加 大了

经济增长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将

是 2008 年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防

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除了控制

对外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保持价格

总水平基本稳定，调控金融市场等措

施外，还应加 大促进社会公 平的资金

投入来回 收流动性。如 加 大资金向农

村的流动等。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 国家

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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