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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从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来看，出现
了资产价格和物价持续上涨现象，已经改变了前几年“高增速、低通胀”的运行态
势，步入偏热阶段，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既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经济过
热，又要防止目前的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目
标，防范可能的经济风险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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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满30个年头，30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成绩，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成为除美国之外另一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引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已深深影响着世界经济。但是，与成绩同样突出，
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在不断积累，2008年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
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不出大的问
题，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20 0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简要回顾  

   

20 07年我国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宏观经济开始出现偏热的问题，资产价格和物价持
续上涨，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影响，先是资产价格房价、股价上涨，其中，股市从上
证指数2700点一路涨到10月16日今年的最高点6124点，中国股市，涨幅已名列全球
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无数居民涌入股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
统计显示，2 007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9 .5%，深圳、北京1 0月份
新建商品房涨幅分别为16 .8%和17 .8%；一些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也在加大，乌鲁
木齐、北海1 0月涨幅分别为18 .5%和17 .7%。在国家不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情况下仍
不能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  

   

然后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快速上涨，从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
2 .2%，2月份，上涨2 .7%，到3月份，上涨了3 .3%，4月份，上涨3 .0%。5月份上涨
3 .4%。6月份，上涨4 .4%，7月份，上涨5 .6%，8月份上涨6 .5%，9月份，上涨
6 .2%，10月份，上涨6 .5%，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更是上涨了
6 .9％，12月上涨6 .5%，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 .8%，涨幅比上年提高3 .3个百分点。  

   

表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 /www.stats .gov.cn  

   

国家统计局2 007年12月14日公布，1 - 11月份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006 05亿元，同
比增长26 .8%，基本持平于1 - 10月的26 .9%。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 239亿元，
比上年增长24 .8%，加快0 .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7414亿元，增长
25 .8%，加快1 . 5个百分点（12月份16809亿元，增长19 .6%）；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5 2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 .2%，加快8 .4个百分点。可见，前期宏观调控措施对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的减缓效果不明显。GDP增幅继2003年越过10%、2006年越过11%后，
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核算，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
11 .4%，加快0 . 3个百分点，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也就是说2007年我国宏观
经济运行已经改变了前几年“高增速、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已经步入偏热阶段。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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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 tp: / /www.sta ts .gov.cn/ t jgb/ndt jgb/qgndt jgb/ t20070228_402387821.htm  

   

二、20 08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20 08年我国正好迎来改革开放整30周年，同时2008奥运会在我国北京召开，奥运会对
我国经济的带动还将进一步发挥，预计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还将保持较高水平，但必
须高度重视预防经济过热和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  

   

1、防范金融风险是2008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为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20 07
年已连续1 0次提高准备金率，现已达到１４．５％，5次调整利率，宏观部门正在努
力收缩流动性过剩，针对这种情况，2007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 008年的调
控目标 “既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经济过热，又要防止目前的价格由结构性上涨
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近年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石
油等大宗商品的期货往往是以美元定价和交易的，因此美元汇率的变化及美元资产价
值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大宗商品的期货的价格。而石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价
格却又是中国企业无法控制的，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扬又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
这是推动中国近期物价指数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流动性过剩，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种收入上有利于资本的
分配格局，这就使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依靠国内消费来推动，同时大量剩余廉价劳动
力和各地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资，从而带动了强劲的出口
增长，导致了长期的巨额贸易顺差。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3 .5%，贸易顺差2 622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 .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43 .3%，央行要对冲掉外汇储备，只能带来巨大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过
大带来的过剩的流动性，在市场上造成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充裕的流
动性和偏低的国内利率，进而推动资产价格普遍膨胀。  

   

更进一步，由于贸易顺差过大，我国受到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除了仍然持续加
压的美国压力外，由于美元贬值形成了欧元走强，下半年来自欧洲方面对人民币升值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07年人民币升值幅度预计达到6%以上。而人民币的逐步升
值，又加大着国际资本投机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纷拥而入大肆
轮番炒作房市和股市，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迫使人民币发行投
放市场量的增大，推动房价、股价上涨，制造资产泡沫。受此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
量M2一直保持在18%左右，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强有力的引发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与物价逐步上涨。  

   

从国内来看，2 007年前三季度，国内金融机构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仅增加了7 621亿元
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净减少1万亿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居民户
存款下降5 062亿元，同比多降5052亿元，这些钱绝大多数流入了房市和股市。据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2 007年10月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0月货币发行量及信贷持续高增长。
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9 .42万亿元，同比增长18 .47%，10月份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达2 6 .03万亿元，同比增长17 .66%，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136 1亿
元，10月贸易顺差仍然达到270 .5亿美元。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 0 .3万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16 .7%，回落0 .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5 .3万亿元，增
长21 .0%，加快3 . 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0334亿元，增长12 .1%，回落
0 .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36323亿元，比上年多增4 482亿
元。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亿元，比上年多增4599亿元。全年投放现金32 62亿
元，比上年多投放2 21亿元。这说明此前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影响宏观调控后果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拥有自己利益，这就
必然使其在投资、经营和各种经济行为上表现出自主化、市场化，如前所述，20 07年
1 - 11月份我国中央项目投资9957亿元，同比增长12 .8%，比1 - 10月份回落了0 .8个百
分点，但地方项目投资达90648亿元，增长28 .6%，中央项目投资下降到10％，地方
项目投资却上升到9 0％。目前以GDP增长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传统一时还难以扭转，
看来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且可能带来巨大寻租利益的各种投资冲动还一时难以遏
制。美国次贷金融危机还将进一步影响我国，中国持有超过千亿美元美国按揭证券已
经承受了巨大损失，虽然不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严重冲击，但由此应该引起我们对
中国国内房贷按揭潜伏着危机的严重关注，房价一路攀升、不断上涨，掩盖了房贷按
揭风险，但如果房产泡沫一旦破裂，次贷风险就将暴露无遗。 另外，我国许多高校在
盲目扩张和修建大学城中，也背负了巨额债务负担，估计我国高校贷款规模累计高达
20 00亿元到250 0亿元，2008年面临还贷高峰期，即使高校保持现有备受诟病的高收
费不变，也难还清巨额贷款，看来银行坏债增加很难避免。因此，如果应对失当，新
一年里，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必须严加防范。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宏观调控效果不明显还跟宏观调控政策发生作用有一个滞后期有
关，20 08年还不能完全控制住流动性过剩，物价还将继续上涨，股价和房价上涨还将
持续一段时间，估计2008年第二季度后，经济增长会有所回落，物价上涨得到一定抑
制，奥运会后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运行回到平稳的增长区间。  

   

2、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  

   

20 08年我国人民币升值还将继续承受来自美欧等国的外部压力，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除了造成我国巨额外汇缩水，还可能造成国际热钱流入我国投机逐利，引发流动性过
剩，吹大资产泡沫冲击金融市场外，对过分依赖出口的中国企业将造成较大影响，美
国因次贷危机，放缓了经济增长，美元走低加剧了这一影响。人民币升值增加了中国
企业的出口成本，美国经济衰退必然减少消费，这一趋势在2008年将进一步显现。当
然，人民币升值也不全是坏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进口急需的石油、矿石、钢
材等关键性原材料，减轻价格压力。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平衡国内物价。
由于出口受到限制，必然增加国内产品供应，同时容易购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商品，进
而缓解我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
增长的路径，也是一个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
长。据《中国统计摘要2007》数字，2002年居民消费率为43 .7  %，比197 8年的48 . 8  
%，还要低3个半百分点。2006年为36 .4%。五年比重又下降了7 .3%。中国的经济增
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目前投资率已达到43%以上。从投资和消费指数相
比，投资的增速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速。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投资、出口在
20 07年前三季度对经济贡献分别为37%、41 .6%和21 .4%。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
济增长中消费的贡献率偏低，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明显偏高。主要是因为普通老百姓
的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度增
长，20 06年收入是3 .9万亿元，2007年达到近5万亿元，企业利润也大幅度增长，
20 06年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达3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约为2 100 1元，比2005年增长14 .4%；2006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增长31％，20 07年1 - 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951亿元，同比增
长36 .7%。这种增长方式容易导致经济运行的波动，外贸依存度太高容易受制于人，
因此，启动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是我国必然的选择。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
应该尽快对消费、投资、出口三者的比例作出适当的调整。目前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
过大，少数富人消费总量有限，属于高档、奢侈品消费，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消费需求
结构性不足的问题。而大部分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改
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虽有愿望和要求，但往往力不从心。这一群体的消费潜
力大，由于收入水平低，制约了潜在消费的实现，因而增加这部分人的收入，对促进
消费可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2008年《社会蓝皮
书》揭示：目前，低收入户居民生活压力依然较大。2006年，10%的城乡最低收入户
人均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8 .8%和33%，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7 .2%和57 .4%，收支基本相抵。2005年，10%的城乡低收入户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
数分别为47 .4%和51 .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 .7个和5 .9个百分点。食品支出用去
了低收入户城乡居民家庭近一半的收入，而居住的支出又花去了12 .3%和13 .3%的收
入，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均增长15%以上。因此对这一群体的消费现状，需要引起社会
的高度关注。这些年来，政府有关部门、生产经营企业在关注并改善农民和城市低收
入群体的生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一领域目前还是消费市场的一个薄弱环节，
还应加大力度予以改善。  

   

3、2 008年依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  

   

我国就业问题总量大、矛盾复杂，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将始终面临就业总量
压力巨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格局，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0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 .3%，20 0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 .2%，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 .2%，200 6年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4 .1%也就是说我国近几年城镇失业率都超过4％，城镇失业人员大约达
80 0多万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仍在1 .2亿左右，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
巨。每年1 500多万各城镇新生劳动力中，相当比例的青年面临就业问题。  

   

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到41 3万人，普通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脱节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将继
续存在。“2 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高校毕业生没有找
到工作，这种情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李培林2008年《社会蓝皮书》）  

   

困难群体就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仍有一部分下岗职工没有找到工作。享受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的群体中有劳动能力的约有1100万人，他们需要通过实现就业参与社会生
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已有4000万被征地的失地农民，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



土地，又缺乏在城市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不能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将可能造成
社会问题。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的出口企业将受到一定的影响，紧缩性的宏观调控
政策也会对国内企业产生影响，估计2008年国内将面临更加艰巨的就业压力。  

   

三、小结  

   

预计20 08年我国宏观经济仍在高位运行，增长率估计在1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会有
所放缓，但不会下降太多估计仍可达到24％左右，通胀压力仍然比较大，房价和股价
还可能进一步上涨，必须严防资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人民币仍有升值压力，我
们采取渐进、自主、可控调整策略，要牢牢把握住人民币升值的主动权，就不会出问
题。从人民生活来看，2008年还会有更大的改善，据李培林2008年《社会蓝皮书》数
据，20 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以后增长了约13%。也就是说，
20 07年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可以超过GDP增长的少数几个年份之
一，因为多数的年份我们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和GDP的增长持平的，或者是低于GDP
的增长，能够超过GDP增长的年度并不是太多。估计农民收入的增长约8%，这是11年
来农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所有这些指标都表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
社会稳定以及人民心态积极向上的保障。应该相信，随着十七大制定的改善民生各项
措施的落实，广大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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