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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凸显中国政府保增长决心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1月10日  徐兴堂 

中国政府9日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

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氛围中，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调整符合市

场预期。尽管如此，此次调整仍将引起广泛关注并为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已开始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

重影响。中国虽然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经济

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减缓，今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  

受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减缓的影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增速回落4.8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比上年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而出口与投资和消费一起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

量。  

今年年中，中共中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

任务。现在来看，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标已基本达到，CPI已连续五个月回落，且预计会继续下行

趋势。因此，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完好，物价水平、就业形势、国际收支和金融体系都处于良

好状态。这就为中国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实际上，随着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年中的推出，新政策框架内的一大批措施已付诸实

施，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支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批准新的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曾经历过几次大的经济起伏，每一次都通过积极动用宏观调控手段而

平稳度过。现在中国政府对妥善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依然充满信心，温家宝总理已经多次在重大场

合阐释了抱有这种信心的理由。  

在新的政策框架下，中国将通过努力稳定出口和刺激国内需求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外部需

求的改善可能尚需时日，国内需求则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将为扩大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有力支持，而最近出台的新一轮农村改革政策无疑将提升农村消费需求，从而为全社会消

费需求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  

从新确定的措施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把积极应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当作结构调整和深化改

革的难得机遇。十项措施中，大部分都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同时重点提到了生态环境

与节能减排。  

这次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从这些措辞中既可以

看出推行刺激经济措施的紧迫性，也能体会到中国政府对新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安排已经胸有成竹。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政府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把CPI从8%以上调控到5%以下，相信随着

更加积极宽松的财政货币措施的陆续出台，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矛盾和问题将会逐步化解，中国经

济仍能够在平稳较快的通道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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