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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2年 前工季度中㈤经济增速经历 r一 个uJ碰 的下滑过程 ,产 能绀

构性过剩灿浊j严 屁 ,企 q`经 营境况艰难 ,兀论是消费者还足投资者,悲观

预期都较为浓蓖c那 么 ,究 竞是什么原闪守致屮 u司 经济这样萎靡不振?各

l,xl素 之问义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它们桕Ι作用的科度如何?中 I彐 经济下

一步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畈须给 子充分而清晰的 l。l答 。本报告就足围

绕这些问题 ,对 中田经济运彳j状况腱开较深人的研究 ,并试图给予理沦上

的阐述和解释。

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沦逻辑关系 ,本报古分为五个部分 ,即形势 与

展牲、l噌 κ Lj结 构 、要素与价格 、分 [tj需求 、政策 Ⅰj调控 ,通过定 帚和

定性分析相结合 、K期 和短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分别对巾H经济增 长、

物价走势 、需求波动 、宏观调控等殂要方面进行较个面 i盯 深人的研究 ,并

据此 X刂冲 丨彐经济的未来走势作出顶测。

形势
lj展 忸由第一 节组成。在综合各部分研究结沦的基础 卜,对 屮 r叫

经济的一般运行状况 、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未来趋势做 r分析 ,认 为外部

需求不振等外生冲击、产能过剩和转型困境等结构囚素以及政策体制的滞

后调整足引起并放大屮 lI·l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囚。本章研究 了肜响中H经济

未来走势的囚素 ,给 出 F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顶测值 ,认 为 ⒛13年 屮H
经济增长速度将 回升至 85%左 右 ,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则将 回落至

2,4%左 右。

增长、结构部分山笫二、第∷章组成。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有所回落 ,实际经济增 κ率的下降既有向潜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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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率收敛的性质 ,又具有周期性波动的性质 ,故而 ,当前既要容忍经

济增长率一定程度的下降 ,也 要及时通过宏观调控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

中国经济在维持较快增长的同时 ,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严重的失衡 ,有些

失衡是特定发展阶段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的体现 ,从而是必要的 ,但有些

失衡则会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明显的损害 ,如 口前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

等 ,亟 须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增强供给管理等方式 予以必要的纠正。

要素与价格部分由第
=、

第四、第五章组成。主要受经济增长速度放

缓 ,部分趸要消费品价格回落以及输人性通货膨胀压力减小的影响 ,⒛ 12

年中国经济表现出较明显的通货紧缩特征 ,CPI与 PPI指 数涨幅双双大幅

下滑 ,在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问的同时 ,也对企业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压

力。同时 ,劳动力工资成本涨幅较大 ,资金供给成本仍然处于高位 ,也严

重侵蚀了企业经营利润。不过 ,从要素供需状况来看 ,⒛ 12年 劳动力就

业仍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失业问题并没有明显变化 ,甚至劳动力结

构性短缺现象依然存在 ;资金供需结构矛盾则有所加剧 ,大型企业特别是

重化I企业由于深受产能过剩的困扰而资金需求疲弱 ,中 小企业则由于利

润下滑导致资金链紧张 ,对资金的需求不减反升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

步凸显。当前劳动力和资金供需结构都需要通过有力 的政策措施 予以

调整。

分I与需求部分由第六 、第七 、第八章组成。外部需求萎缩和房地产

调控是影响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的主要囚素 ,并进而导致中国经济低迷不振

局面的出现。尽管 ⒛ 12年 人均可支配收人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 是 ,社

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消费金融发展不足 ,不确定性因素过大 ,却约束了居

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也使得消费短期难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在继续深化体制改草 、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发放政策补贴刺激消费的

同时 ,在优化投资结构的情况下 ,采取财税和金融措施扩大投资 ,仍是当

前促进经济回稳的主要政策着力点。此外 ,在 坚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原则

下 ,采取措施加大对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地区结构的调整力度 ,并 以此促

进包括服务产品在内的出口贸易的合理增长 ,也是
“
稳增长

”
政策的重

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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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与调控部分由第九 、第十一、第十二章组成。现阶段 ,在资源约

束趋紧的情况下 ,中 国从外汇储各累积并由此从双顺差形成过程中得到的

收益越来越低 ,付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这样一种国际分配关系越来越不

利于中国而更利于国外 ,亟 须通过外汇体制改革和贸易战略调整来对这种

国际分配关系加以改变和矫正 ,并借此改变货币政策过度受外汇占款制约

的被动局面 ,尽快降低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各金率。结构性减税也是扩大内

需促进经济回稳的重要方式 ,但 是 ⒛12年结构性减税的规模仍然较小 ,

对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偏弱 ,亟须适时推广
“
营改增

”
,并 消

除那些可能抵消减税效果的过度征税和收费行为。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也

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特别是欧债危机的可能恶化趋势进一步加大了中

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 ,需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 、宏观审慎监管 、资本流

动管理 、外汇体制改革等措施来积极应对。

综上所述 ,中 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矛

盾和问题 ,不确定性囚素进一步上升。针对这种情况 ,当 前中国的
“
稳

增长
”

政策 ,除 了应继续维持已经在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外 ,更应重视通过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来实现长期发展的日标 ,

一方面消除短期产出缺 口,另 一方面努力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逐步提

高 ,并主要依赖体制改革减少物价的过度波动 ,为经济发展营造健康的运

行环境。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