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文章选登

 

细解上半年GDP增长9.5％(郑京平；8月5日)

文章作者：郑京平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5％，如何看待这一增长速度，颇受关注，在此谈些看法，以资参考。 

  9.5％是比较快而好的增速 

  首先，9.5％确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增速。因为它是1997年以来，上半年排在前三位的增长速度，与2003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

比2004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低0.2个百分点。 

  其次，这也是一个较好的增长速度。因为，从动态角度看，它比2004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低0.2个百分点。与今年一季度的增长速度大

体相当。与历史比较，它与改革开放以来2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9.4％非常接近。说明这一增长速度仍然在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范

围之内。 

  从与其它指标的相互关系看，它也是比较好的。上半年，尽管我国上游产品价格涨幅还比较高，但下游产品价格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变

动相对平稳。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比较快，价格上涨比较温和”的组合是许多国家宏观调控所期望的。此外，农业这个基础继续得到加强。整

体就业状况也与去年大体相当。这说明当前我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时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现阶段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一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目前农村仍有1.5亿到2亿的富余劳动力，城

镇就业压力也比较大；二是由于我国农村仍存在着2600多万贫困人口，城镇也有2000多万人还是靠最低生活保障费生活，解决贫困问题的

任务依然比较艰巨；三是作为一个人均GDP仅有不到13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来逐步追赶人均GDP已达3万－4万美元的发

达国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绝不是要盲目追求高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往往是欲速而不达，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绝不能忘

记。 

  我国经济能出现上述较好组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一是宏观调控技巧日臻成熟，这次宏观调控实行了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

方针。二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位居世界第七位，从总量上看已经比较大了，经济增长的惯性也在增大。三是中国经济中的市

场经济成分的比重越来越大，更多的经济利益主体，对宏观政策的反应趋于合理。 

  第三，从发展趋势看，尽管我们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但是，促使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因素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目前这种平稳

较快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一个时期仍可得到保持。 

  具体地说，支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惯性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新开工项目和在建施工项目总

规模等先行指标上。目前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仍然比较旺盛这一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今年以来，上游产品价格居高不下。3—6月，原材

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各月同比涨幅分别为9.7％、9.9％、9.9％和9％，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分别为5.6％、5.8％、5.9％和5.2％，保

持了较强的涨势。二是从消费的增长来看，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快，因此保持上半年这种比较快的速度还是可能的。三是从进出口的角度

看，由于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超过了50％，而且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达到57％。这会使我们国家的进出

口至少会保持顺差的格局。四是从供给能力来讲，现在也还是比较强的。如，二季度以来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加快。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速从3月份的15.1％逐月提高到6月份的16.8％。 

  增速会明显下降缺乏说服力 

  至于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些苗头性问题，确实值得关注，但目前据此推测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则缺乏说服力。 

  关于企业利润增速明显回落，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较快问题。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速度虽然大幅度回落，但仍

然有19.1％的增长，这相对于贷款利率而言还是相当高的，这应该说是前两三年企业利润30％－40％高增长的合理回归。 

  关于一些人担忧的通货紧缩问题，从6月末，贷款增长幅度仍达13.3％和M2的增长幅度仍达15.7％的情况看，也只需要继续加强监控。

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的回落，也很难说就是问题。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6％，虽然比较低，但是仍然是在涨的。而且

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涨10.1％)等的上涨幅度都较高。而且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比较温和

与经济较快增长的组合在2003年和2004年就已经出现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2％，从该指标于2003年四季度开始加快上涨的原

因来看，主要是由于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较快。2004年粮食价格上涨26.4％，导致食品价格上涨9.9％。剔除这一因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不到1％。出现这一现象深层次的原因，从全球范围看是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国际化所造成的，它使得各个国家都有机会来发挥自

己的比较优势，使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这显然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供给非常

充裕，储蓄率很高，我们对资源的保护，对环境的保护还很不到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也还不到位，这些都是较低成本扩大生产的因

素，也是形成较低价格上涨水平的因素。 

  关于进口总额增长速度下降问题，有一定的内需因素，但主要还是国际市场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化预期，我国进口关税政策调整等诸多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14％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而出口增长尽管有一些不确定性，下半年增长速度可能会回落一些，但波动的

程度在短期内也是有限的。 

  因此，从短期看，“经济增长比较快，价格上涨比较温和”这一趋势还会保持下去。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从长期看，这种靠高储

蓄、高投资、高消耗，吃子孙饭的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就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言，应该在稳定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

时，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消除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障碍。 

  当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总是相对的，而波动性则是绝对的，对此也应有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让经济不波动，而是不要有

大的波动；要尽可能地让波动小些，少些，而增长速度的平台则适当高些。 

文章出处：《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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