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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显现

出对经济的强劲刺激作用， 加 上偏于

宽松的货币政 策的积极配合， 今年以

来我国国民经济逐步扭转了 上年增速

逐季 下滑的势头， 出现持续加速增长

态势， G D P一季度增 长7.6 % ，二 季

度增长 8.0 % ， 三季度增 长 8.1% ， 各

项宏观指标正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

呈现出一种联 手走强的良好趋势。 当

前， 由扩大内需政策拉动、由居民消

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的新

一轮景 气周期正在逐步形成。

一 、 居民消费热点类行

业拉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今 年以 来工

业生产的快速增

长主要是由居民

消费热点类行业

带动的。前三季

度全国 共完成工

业增加值 224 87

亿元， 比上 年同

期增长 12.2% 。

电子通信设 备制

造和电气机 械及

器材制造业生产

增长明显加快，

在汽车生产 高速

增长带动下 ， 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生产在高位上

继续 加快。上述

3 个行业对全国

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由9月的 3 1.8%

上升为 36 .7% ，

这与当前居民消

费热点转换的方

向是一致的， 说

明 本轮宏观指标

转好是有实质性

最 终 需 求 支 撑

的， 经济增长的

基础是坚实的。

前三季度消

费 市 场 稳 定 增

长，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9 1 1 1亿 元， 比上年同 期增

长8.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去年同期下降 0.8% ， 物价继续保持低

位运行态势。预 计今年消费品市场销

售将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一 是以

住房、 汽车、教育和旅游支出为代表

的新一轮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将使居

民在住房、 汽车及相关服务方面的开

支增加较快。二是今年城乡居民收入

增长较快， 收入增长将使居民购买能

力不断增强， 消费开支相应增加。三

是元 旦、 春节等假日消费也将使市场

进入传统的销售旺季， 进一步拉动消

费增长。

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 固定资产

投资快速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进一步提高。前三季度全社会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25838 亿元， 同比增长

21.8%，高于上年同期6个百分点。基

础设施类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1 — 9

月， 基础设施类投资 5094 亿元， 增

长28.6% 。在积极 财政政策力度不减

的情况下 ， 投资对 G D P 的拉动作用

不会削弱， 贡献率有望得到保持。

二 、 跨国公司向中国转

移制造业进一步扩大了我国

的出口市场

今年出口形势明显好转， 前三季

度 出 口 2 3 2 6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9.4% ， 累计实现贸易顺差 200 亿美

元，同比增加66亿美元。外贸出口的

快速增长， 主要受加入W TO 后出口环

境的改善、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制造

业务、 美元贬值、国际经济复苏等因素

的影响， 特别是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

司增加了在我国的生产和采购。上半

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 364 1 亿

元，同 比增长 12.2% ， 占全国工业增

加值25.2% ；以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为

主体的涉外税收收入 1676.1亿元，占

同期全国税收总额的 1 9 .9 % 。 1 - 9
月， 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 6 84 亿美

元，同比增长38.4%；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 396 亿美元， 增长 22.6% ，

预计全年将突破500亿美元， 创出年

度实际吸收外商投资的最高水平，外

商投 资企业的增加带动了出口的增

加。我国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轻

工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趋

于下降或增幅低于平均水平， 而增 加

最快的是机电产品， 特别是高新技术

产品， 这与跨国企业的业务领域是一
致的。目前全球最大的 500家跨国公

司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了2000多个

项目， 美国排名前500名的公司有一
半以上在中国投资，中国已经被纳入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之中。在

全球直接投资大幅下挫的形势下， 我

国实际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外商

投资企业增资明显增加， 充分说明了

生产转移效应的存在。外贸出口的意

外好转更是使得我国经济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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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国家实施多年的扩

大内需政策的后发力量正逐

步显现，国内经济自发增长

机制不断增强

近几年通过扩大内需和实施产业

结构调整， 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

不合理的矛盾有了很大改善，为我国

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发展增强了基础条

件。我们认为， 政府的内需扩张和产

业结构调整政策至少已经在以下两个

方面发挥了成效：一是成功地使国内

居民完成了消费结构的升级，而这又

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两者

有形成良性互动的趋势；二是通过近

几年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 西部大开

发、技术改造等项目，为民间投资的

跟进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并增强

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为最终民间投资

替代政府投资、国内经济实现自主性

增长创造了基础条件。因而，从这个

意义上讲， 当前的经济增长加速不是

短期现象，主要是由一系列有利于经

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促成的， 意味着我

国经济正步入新一轮景气循环的上升

通道。

预计未来国债投资的力度不会很

快减弱， 国债投资项目的建设对拉动

社会投资有明显积极作用，高速公路

和高等级公路的建成拉动了民间客货

运输车辆的更新换代，农村电网改造

拉动了农民对小型农机具的投资， 城

市公共设施和道路建设拉动了房地产

投资，港口、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更是

不言而喻。特别可喜的是民间投资开

始启动，今年上半年，集体和个人投资

分别增长15.8% 、 19.4% ，增幅分别比

去年同期提高7.1、 12.9个百分点；集

体和个人投资对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

贡献率为23.8% ，比去年同期提高8.5

个百分点。我国的内需扩张政策，既包

括鼓励居民消费，培育我国城乡居民

的消费能力， 也包括通过国债投资项

目改造与城乡居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

施，为消费升级创造条件。我国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在连续几年不断提高的基

础上，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17.5 % 、 5.9 % ，增幅高于去年

同期12、 1.7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 2965 元，

同比增长16.5% ，大大高于去年同期

4.6% 的增幅，增速创近年来的新高。

经过多年培育和引导，住房、 汽车、旅

游、通讯、教育等消费热点逐步成熟，

今年居民汽车消费迅速增长，上半年

汽车销售量达154.4万辆， 比去年同期

增长25.9% 。无论从民间投资还是从居

民消费看，经过这几年国家积极财政

政策的引导和培育，国内需求正在逐

步转旺，经济自发增长的机制大大增

强，将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的腾飞奠

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策环境。

四、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

系，使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获得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成

为可能

加入W TO ， 对我国而言不仅仅意

味着挑战， 更意味着机遇，可以通过发

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借助于跨国公司

的全球资源和丰富经验， 在世界经济

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获得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我国的优势在于稳定的

政治经济环境、 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以

及广阔的国内市场， 但存在资本短

缺、 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低、

低档次产品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因

而，需要借助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和

国际营销网络， 完成自身的产业结构

升级和国际化进程。目前中外企业这

种互利互惠的合作正在迈出实质性步

伐， 跨国公司正在加速向我国转移制

造业务，我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浪

潮中世界资源汇聚地之一。虽然目前

大部分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

务都属于技术含量低、适合大规模生

产的产品（如消费类电子产品、零部件

等）， 而真正拥有核心技术、高附加价

值的产品还未在中国研发和生产， 但

这也正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存有大量的

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产业

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腾飞， 都需要有

这么一个先熟悉掌握人家的产品、 技

术和业务流程的阶段，在此基础上， 才

有可能创新， 和这些跨国巨头展开平

等竞争。并且高技术产品的研发费用

也是相当惊人的， 没有一个较长时期

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技术上就不

可能有一个质的飞跃和转折，这也是

一 个谁都无法逾越的阶段。我国企业

目前已经逐步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化

生产体系中，在贸工技的发展道路上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在向更高层

次价值链的冲刺中，国民经济本身也

将获得新一轮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

增长的源动力。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

测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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