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纵横

我 国 宏 观 经 济 运行 中 出 现的

新问题和对策措施

本刊记者

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2005年秋

季报告》认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基

本稳定，国民经济在 2005 和 2006 两年

中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G D P增长

率将保持在9%左右的较高水平上。该报

告指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

较高经济增长、较低价格上涨的合理区

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处于改革开放以

来最理想的发展阶段。在宏观调控取得

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密切关注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对策措施，继续努力

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抓住有利时机，积极

化解消极因素，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

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

适度快速、稳定协调的健康增长。

该报告认为，2005年以来，需要注

意的新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一）某些部门出现了生产能力的

过剩现象。由于前些年某些部门的投资

盲目扩张，目前逐步形成了超出有效需

求的新增生产能力，出现了生产能力的

过剩现象，进而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增

速减缓，效益下降，产品价格下跌，企业

经营困难的问题日渐突出。数据显示，钢

材、铝材、水泥等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的

部门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价格

下降的现象。煤炭近来也出现了过剩和

价格下跌的情况，不同品种价格下跌了

10% 至 20%。电力供求缺口逐渐缩小，

估计 2 0 0 6 年电力供求可达到基本平

衡，2007 年会出现过剩。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信号，但

是仍有大量项目在建，会在今后几年形

成更大规模的产能。目前钢铁部门在建

项目产能是目前产能的 50%；发电在建

项目能力是目前产能的1.13倍。对这些

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在2007年以

后出现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国内成品油供应紧张。由于受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上涨的影响，同

时受国内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某些环节存

在问题的影响，目前我国某些地区成品

油市场出现了供应紧张的问题。面对这

一新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要准备应对高

油价长期持续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局

面。在 1970年和 2000 年之间，每次油

价大幅上涨都造成世界商品价格上涨，

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要通

过必要的调控措施最大限度地将油价上

涨必然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限制在最小

程度。另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加快原

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从根本

上解决国内外市场价差对国内市场的冲

击。21世纪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持

续上升，已由 2001年的不足 100% 上升

到 2004年的 183% ，这一状况更需要尽

快妥善处理好能源产品的价格机制改革

问题。

（三）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加剧，负

面影响值得注意。近几年，我国对外贸

易顺差持续上升，2005年前 8个月外贸

顺差已经高达 602亿美元，出口和进口

增速的差距十分明显，预计全年顺差数

量接近1000亿美元或更多。这一状况需

要引起重视。首先，外贸顺差的激增，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减弱的问题。据

粗略计算，2005年上半年净出口增长对

G D 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29% ，全年此

项贡献率会超过 30% ，国内经济增长依

赖外需的程度大大提高，同时意味着经

济增长风险的提高。其次，在全球贸易量

增长不足10% 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

超过30% ，势必引起各种贸易摩擦数量

和数额的上升。据统计，世界多个国家和

地区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保障措施和

特保立案调查大量上升，几乎为世界之

最。此势态持续下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

大。第三，我国的外贸顺差过于集中在若

干大国和地区，使摩擦的性质更显严

重，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贸活跃

对于促进国内经济活跃会起到积极作

用，问题是在外贸活跃的同时，如何做好

外贸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这样才能真

正发挥外贸的积极作用，把对外开放不

断深入下去。
（四 ）农民进一 步增收的困难加

大。近两年在中央各项促进农民增收政

策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加

快。但是2005年以来，农民进一步增加

收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一方面，以粮

食为龙头的农产品价格持续小幅下降，

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下降。8月份小麦

价格环比增长1.5% ，同比下降3% ，大豆

环比下降0.63% ，同比下降14%。而另一

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明显上

涨。2005年以来，化肥价格延续上年上

涨的走势，国产尿素价格上涨 13% 、磷

肥上涨19.7% ，复合肥上涨24% ，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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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等价格涨幅在14% — 24% 之间，据

测算，由于化肥价格上涨使农民粮食每

亩多增加成本 20 — 30元。粮食价格的

下降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不仅影

响了农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对

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

响。虽然，减免农业税、发放良种补贴和

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性增收因素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总

体上看，支撑农民持续性增收的亮点不

多。此外，农村市场价格涨幅较城市市场

要高，也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大。2005

年国内粮食产量仍然低于国内粮食消费

量，在此情况下就出现了粮价的下跌，是

需要从政策力度和效应等多角度进行研

究的。
（五）M 1、M 2增速差距值得注意。

2005年以来，广义货币M 2同比增速由

1 月份的 1 4 .1 3 % 上升到 8 月份的

17 .3 4% ，货币供给总体上是较为宽松

的，但狭义货币 M 1的增速总体上呈下

降趋势，由15.32%下降到11.5%。而且，

除了1月份以外，M 1各月增速均低于同

月M 2的增速。M 2与M 1的不同变化使

得货币流动性比例（M 1/M 2）持续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流动资金以及社

会资金供给偏紧的状况。目前这种货币

供给流动性下降局面形成的原因，一方

面在于国内信贷占 M 2的比重一直在下

降，国外净资产所占比重则相应一直上

升，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投放外汇占

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顺利周期偏好及资

本充足率的硬性约束会引发“紧信贷”倾

向。面对增速不同的货币与信贷指标，应

更关注信贷政策如何解决企业资金不足

的问题。

该报告分析认为，这些问题有的是

过去较长时期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有的

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新出现的问题，

但都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

问题一要靠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宏观调

控，二要靠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关

键是要防止投资反弹，大力促进消费。

报告指出，目前值得注意的可能形

成反弹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上游产品价

格上涨幅度持续明显高于下游产品，对

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统计数字表

明，2005年 8 月份我国生产资料价格总

水平环比出现上升，前 8个月同比上升

4.8个百分点，明显高于消费价格上升幅

度。第二，地方投资上项目的积极性依然

很高。2005年前 8个月中央项目投资仅

增长 12.3% ，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了

29.5% ，中央项目投资与地方项目投资

的数量比是1∶8.4。地方项目投资在增长

幅度和数量占比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中央

项目投资，而且还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

趋势。第三，目前新开工项目数量和数额

的增长都在明显加快，2005年前 8个月

新开工项目 计 划 总投资同比增长

28.4% ，而且呈继续加速之势。

同时报告指出，目前值得注意的可

能造成增长过度回落的因素主要有：第

一，某些部门的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的

问题，特别是某些上游产业部门虽然已

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迹象，但是投资增

长仍然很高。第二，2005年以来企业利

润增幅较上年同期明显回落，行业效益

出现明显分化。2005年前7个月规模以

上工业实现利润增幅同比回落了19个百

分点，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制造业

部门，包括汽车、建材、电子行业，利润

下降较多。第三，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

增长过多依赖出口增长、服务业增长相

对滞后等等，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负

面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存在的投资方面的

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2005年 8月

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又显露

出加快的迹象，同时大量新开工项目上

马的现象也需要引起密切注视。虽然目

前某些部门和产品存在着产能相对过剩

的问题，各项价格指数存在着增幅下降

的趋势，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投资的增长

速度仍然相对偏高，近期又出现了投资

增速有所加快的倾向。此外，还应该注意

到，目前价格水平上升缓慢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政府在着力控制价格上涨，防止

价格上涨过快。因此总的判断应该是，目

前更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出现投资

反弹，特别是防止电力、煤炭等部门的无

序盲目投资。

该报告指出，近几年来，由于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持续明显快

于 G D P 增长，致使总投资占 G D P的比

例已经超过了 55% ，接近 60% 的水平。
不断攀升的投资率使投资与消费这一基

本经济结构关系的矛盾日益凸显，已经

到了必须对宏观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的时候了。要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不

是简单地压缩投资数量，而是应该在宏

观经济的增量上作文章，将扩大国内消

费需求作为宏观调控工作乃至整个经济

工作的重点。第一，要不断提高各阶层居

民的收入水平，扭转多年来居民收入增

长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的状况，同时

要注意扭转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

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淡出改革初期为

了尽快促进经济增长而实行的 “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指导原则，将其过

渡到十六大提出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上来，在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

同步提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和谐，实

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第三，深化

改革，特别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体制、教育制度

等改革。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切实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从制

度上、政策上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高。第四，积极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的

作用。在当前总体消费由于受居民收入

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暂时不能大幅度提

高的情况下，要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总体

消费的作用。应该考虑将财政政策由以

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功能转变为更多

地侧重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实现财政

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在财政支

出，特别是国债资金的使用上更多地投

向农村，更多地投向社会保障，更多地投

向社会公益事业，更多地投向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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