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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房地产不出轨，今年经济无大碍(1月27日)

文章作者：

    2004年，政府主导下的宏观调控，最终让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好的答卷：GDP增长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9%、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13.3%、进出口增长35.7%等等。这些数据，应该是十分理想的，也是多年来少有的局面。  

  但是，当一份圆满的答案摆在国人面前之时，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这些因素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2004年拉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有两大动力，对内是房地产，对外是进出口贸易。对于进出口贸易，它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不用多说。就房地产来说 ，它是2004年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这不仅表现为2004年房地产投资与房价快速增长，

而且也表现为2004年宏观调控没有把房价调控下来，没有看到哪一个房地产项目停止下来。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价不断上涨，既表明

房地产业的繁荣，也可能给国内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如钢铁、水泥、铝合金等。尽管经过一年宏观调控，但这些行业产品的价格最后还是没

有调控下来。而这些产业的发展，自然会造成能源、原材料、电力、煤炭、运输等行业的紧张。同时，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推动了城市化进

程、带动了城市基础建设的迅速发展。所以，去年国民经济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房地产要记为首功。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其潜在风险的关注。比如，国内煤电油运紧张，是与上述产业分不开的。如果这几大行业不调整，国内煤电油运

的瓶颈依然会存在。而钢铁等产业的过热又在于由房地产业产生的现实的需求在那里，所以需要依靠房地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来化解这些瓶

颈。  

  保证2005年国民经济在平稳轨道上运行，应该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化解国内煤电油运的瓶颈、降低这些行业浪费性消耗；二是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地发展；三是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  

  目前，能源、电力、运输等紧张，不仅在于这些行业生产增长速度低于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而且在于这些行业利用效率过低，甚至于

出现过多的掠夺性消费。因此，要化解煤电油运的瓶颈，一方面要多元化地开源，从国际国内寻找相应的市场；另一方面，让这些行业及其

产品市场化，通过市场定价来配置其需求及实现效率。而后一方面更为重要。  

  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这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都得关注的事情。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未来房地产是否繁荣，更需要知道如何来繁

荣。如果没有好的理念与政策，房地产市场一旦走上歪路，那么房地产市场潜在的风险就会相当大。可以说，如果今后国内经济出现震荡，

问题就在房地产上。要保证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首先就得把住房看做为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它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之一。这样政府

就能够通过利率及税收政策来调节房价变化，来遏制房地产投机。如果房地产投机少了，民众的住房需求就会有效扩展，房地产就能够稳定

地发展与繁荣。当然，这里也有土地市场与资金市场的市场化问题。  

  民工工资的提升，并非“民工荒”提出的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有所缓解的间接表现。因为，农村经济条件一改善，农民工的机会成本也

就提高了。“三农”问题作为今年改革之重点，可做的事情仍然有许多，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农民工可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自由迁徙的权

利。最近，有人提出什么“北京人口准入制”，像这种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东西不仅要制止，而且还得全面清理及废除。 

  总之，上述三方面，是决定今年经济能否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但愿政府有所作为，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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