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

把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建设成一个规范化的、健康发展

的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贡献。

（原载《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16 日）

了不起的“软着陆”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一些

中外人士这样评价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所谓“软着

陆”，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的提我们既抑制了通货

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避免了经济的大起

大落，如同降落的飞机不是从空中一头扎向地面而是

平稳地落地。

中国经济确实成功地实现了 “软着陆”。其最显

著的标志就是 “一高一低”，即物价水平较低、经济

增长速度较高。今年全国零售物价涨幅预计回落到

6.5 % 左右，比上年涨幅降低 8 个多百分点；国内生

产总值预计比上年增长 10% 左右。经过三年多的宏

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社会总供给与总需

求趋于平衡，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整个经济进

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一高一低”，来之不易。回想开始这次宏观调控

的 1993 年，我们当时面临着投资增长过快，金融秩

序混乱，货币过量发行，物价涨幅过高等突出问题。

当年零售物价涨幅达 13 % ，1994 年高达 21.7 % 。仅

仅几年时间，这些问题不但得到解决，而且经济仍然

保持了较快增长。从世界经济史上看，在不太长的时

间里，把物价涨幅大幅度降下来已是不易，更难的是

物价既要降，经济又要增。这样成功的先例并不多

见。大幅度降低物价，往往带来经济过快下滑、失业

大量增加，造成大起大落，有的甚至形成物价下不

来，经济上不去的滞胀局面。我们不但降了物价，又

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避免了大起大落，把种种负

作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说明我们的宏观调控是非

常成功的，“一高一低”是了不起的成就，人们评价

中国经济实现了 “软着陆”是恰如其分的。

“软着陆”，要有硬功夫。飞机平稳着陆，要靠驾

驶员娴熟的驾驶技术，中国经济的 “软着陆”，得益

于党中央、国务院驾驭宏观经济全局的科学决策能力

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当年国民经

济中的突出矛盾，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及时出台了

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坚持

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三年来，关键

抓了这样三条：一是下大力气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

增长。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本原因都在于固定资

产投资膨胀，超过了国力，导致多发票子，带动物价

上涨。1993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1.8 % ，今年预计

增长 20 %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住了，货币发行

也就控制住了，控制物价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二是加

强农业，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前年和今年两次提高粮

食定购价格，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去年粮食

增产 400 亿斤，今年又增产 270 多亿斤。粮食价格稳

定了，就稳住了占 居民消费 50 % 左右的食品价格，

对稳定价格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实现社会总供

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在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的同

时，生产不断增长，供给明显改善。目前，农副产品

供应充裕，95 % 以上的工业消费品供求基本平衡或供

大于求，市场繁荣兴旺。与以往相比，这次宏观调控

有不少新的特点，创造了新的经验。比如，调控手段

更加丰富，采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以经

济手段为主，相互配合。调控力度把握更加得当，调

节灵活，坚持适度从紧，紧中有松，稳中求进。坚持

改革开放，注重治本，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本框架，财税、金融、外汇、物价、企业等项重大

改革在宏观调控中相继出台。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

国务院宏观调控决策正确，措施稳妥。这说明我们党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

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

了。只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统一思想，认

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解决各种

问题，不断前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总的宏观经济政策

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总的原则

是，稳中求进。这是实事求是的方针。我们既要看到

好的形势，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虽然出现了 “软着

陆”，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经济增长的质量还

比较差，农业的基础脆弱，国有企业困难，基本建设

战线太长，稍不注意，宏观经济环境就会出现新的问

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急着大干快上，要把握

大局，珍惜和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坚持适度从

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抑制通货膨胀，控制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把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更

好地结合起来，积极促进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原载《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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