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摘

我国经济中存在着

什么样的金融风险

在 1997 年第 2期《经济与信息》中，

李晓西撰文认为，在宏观调控取得很大

成绩的大好形势下，也应警惕我国经济

中的金融风险在加剧。如不提高警惕，

不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那么，我国的

金融风险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一是银

行风险。银行风险是金融风险中最典型

的。我国专业银行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轨，又处于自身向商业银行转轨，

其风险既来自外部整体的法律和经济环

境变动中的不适，又来自内部机制和管

理中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误。银行

与国家财政、与各部门、与企业、与居民

都有一系列的关系调整，潜在的风险将

是巨大的。二是外债风险。我国借外国

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各种贷款已超过

1 500亿，近年每年还本付息过 100 亿美

元。借款使用效益不高或者出现项目失

败，就会出现还债的困难，对债权和债务

人都将是一种风险。三是证券风险。墨

西哥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就是证券市场上

的危机，比索贬值，动摇了外商信心，大

量外资尤其是证券市场上外汇集中流回

美国，银行外汇不足以提供提款需要，出

现危机。我国证券市场还未向外资开

放，但也经过多次大的起伏，制度化建设

还需要加快进行。四是金融衍生品风

险。这是一 种制度创新带来的金融风

险。新的品种越多，工具越先进，风险也

就越大。我国期货市场正在整顿，在稳

步谨慎地发展。发展的趋势是会有越来

越多的金融衍生品种，越来越与国外市

场形成一体化。因此，风险也是很大的。
五是外汇市场风险。企业对汇率变化带

来的风险已有很深的体会。我国外债也

因此受过损失。外汇市场将来因进一步

的开放，波动可能性和风险性也将加大。
（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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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不能脱离中国特殊的人口环境

从人口与经济的总体联系出发，

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应注意：

1.不能以过高的失业率为代价。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多在两

位数以上，但对中国是无法接受的：

一是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失业率

每上升或下降一 个百分点，失业人数

将增加或减少数百万人，如果失业率

超过两位数，那就意味着将近 1 亿人

失业，二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落

后，无法支撑起过高的失业率。反对

高失业率，决不能回到“低工资、高就

业、低效益”的老路上去，也不能以高

隐性失业来换取低显性失业。
2.不能以过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或

破坏经济稳定为代价。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更有效

益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不要增长。增

长速度太低或者大起大落，都不利于

新的增长方式的实现，甚至造成新的

困难。
3.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

势。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须

避开资源稀缺和资金积累能力有限

的弱点，发挥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优势，尽可能地节约使用资源

和资金，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来加快

经济增长的速度。
4.注意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渐进

性和长期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不可能一 蹴

而就。因此，转变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渐进性，分阶段完成。先从数量增长

型向数量、质量并重型转变，最后转

到质量增长型；由粗放型向粗放、集

约并重型转变，最后转入集约增长

型。

（摘自《经济问题》1997 年第 2 期

  作者：李通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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