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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认为扩大

内需应有效利用存贷差

目前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 1 万亿

元，也超过 GDP的 1/10。如何利用这

部分国内剩余资金是今后进一步扩大

内需的关键。形象地说这是第二次踩

油门的主要动力（去年发行 1 000 亿

元国债可称为第一 次踩油门）。目前

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或自

然）增长率，外贸出口、外商直接投资

和外国贷款三大指标自改革以来首次

同时出现负增长，如果不继续踩油门

或者不能及时踩油门或者不能够踩大

油门，从去年开始实施的扩大内需的

作法就会半途而废，因此，迅速采取果

断的反通缩措施利用存贷差势在必

行。可采取以下三种办法：一是考虑

发 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 1000亿—

1 500 亿元，计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已退

休人员的个人帐户之中，作为刺激居

民消费的重大举措之一 ，将离退休人

员从原单位脱离出来。二是考虑发行

铸币税，将央行大量基础货币释放出

来。三是考虑允许处理不良资产管理

公司发行债券，抵冲关键性大中型国

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部分债务，

由央行买入，增加货币供给，化解部分

金融风险，从而有效地使用沉淀在央

行和商业银行的过剩资金。即使采取

上述措施，估计今年零售物价指数上

涨率在 - 3.0% 和 - 2.5% 之间，明年

仍在零以下（1994—1998 年期间 M2 和

M 1 增长率分别下降 19.7 个百分点和

14 .3个百分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量

分别下降 23.6 个百分点和 23.4 个百

分点，同期 GDP 减缩指数、RPI 和 CP1

分别下降 20.3 个百分点、24.3 个百分

点和 28.5 个 百 分点。反之前两类指

标上升，后一类三项指数是不同比例

上升），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
（摘自 1999 年 8 月 2 日《经济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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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的原因

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力开拓

农村市场对保持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不少措施，

但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甚至出现了下

降的趋势，原因是对农民消费水平和

消费特点的判断失误，使良好的政策

期望未取得实际成效。目前农村市场

的实际情况是，1 .从农村居民实际可

支配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的对比看，目

前农民实际收入状况要达到城镇居民

1985年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2.不同

地区间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

大，占农村人口不到 20% 的东部富裕

地区，家庭耐用消费品已趋于饱和；而

拥有 80% 农村人口的中西部地区 大

部分不具备这种消费能力。3.“买不

起”和“用不起”仍然是制约农民购买

消费品的主要因素。4.从农民消费总

量的角度看，现阶段农民消费已经达

到城镇居民 80 年代中期的消费水平；

但以恩格尔系数为衡量的农民消费结

构尚处在城镇居民 80 年代初期的水

平；现金消费水平则更低。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1999 年第

8 期  作者  陈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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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并不一定等于

经济发展

在分析经济形势时，人们往往

更多关注 GDP 的增长。在总结经

济工作成绩时，人们最经常引用的

也是 GDP 的增长率。但 GDP 的增

长反映的是经济增长，只有在综合

考虑 GNP 与 GDP 差额的正负、绝对

值的大小基础上，才能衡量增长是

否能够反映发展。我国这几年一方

面净要素收入的流出巨额增长，另

一方面，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不仅亏损面不断扩大，而且亏损额

迅速增加。1997 年 GNP 与 GDP 的

差额为 - 1320 亿元，投资收益净汇

出 160亿美元（可折人民币 1328 亿

元），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总额达 1587

亿元。这些指标消涨的背后，基本

上反映了民族工业阵地的丧失和利

润的外流，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利益的巨大流失，是民族工

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出血，是

我国经济体系在向“打工型经济”转

变的表现，也表明我国国际分工地

位出现某种下降的趋势。我国 GNP

与 GDP 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说明

我们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

某种受制于国外力量的片面经济增

长，是产出的单纯增加。而真正的

发展，不仅是更多的产出，而且还包

括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经济结构

等多方面的变化，形成 了一 种相对

独立的、有自生能力的经济持续增

长和全面的发展。
（摘自 1999 年 8 月 1 1 日《中国

经济导报》文章《警惕“打工型”经

济》  作者  林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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