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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保持在高位 ,但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 ,其中

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和增加服务业比重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成本上升、流动性过剩、投资

增长速度过快、节能减排以及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 , 2007年中国 CP I指数过高有一定的必然性 ;而农业问

题、劳动力成本问题、国际市场价格上涨问题以及流动性过剩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 , 2008年及未来几年

CP I指数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 , 2008年最高可达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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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topics in current China’s econom ic growth

WANG Tong - san

(Q uantita tive & technica l econom ics resea rch ins titu te of Chinese academ y of soc ia l sc iences , B eijing 100732, Ch ina)

Abstract: H igh speed of China’s econom ic growth will continue in 2008 while structural p roblem s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can not be ignored, among which agricultural p roduction sustainbale growth, farmer’s income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ervice share enlarged sustainably in GDP growth are more challengeous than before. It was evitable that Chinese CP I climed up on

a higher status because of rising cost, fast - increasing money supp ly, rap id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energy conservation & em ission

Reduction, and the rising p rice of commodities in the world market. In 2008, the CP I in China will stay at the higher p lace, maybe

reaching the highest p lace of 6% , since the p roblem s mentioned above can not be settled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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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很多 ,这里主要讲两

个问题 :一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尤其是其中存

在的结构性问题 ;二是通货膨胀问题。

一、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 ) GDP增长

中国 2000—2007 年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

8. 4%、8. 3%、9. 1%、10%、10. 1%、10. 4、11. 6%和

11. 9%。我们看到 ,从 2003年以后连续 5年经济增

长达到 10%及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这种情

况在全世界也仅有四次发生 ,其中在中国发生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日本。20世纪 60年代 ,日本召

开了冬奥会 ,并实行了“经济倍增计划 ”,从而产生

了连续 5年经济增长达到 10%以上的增长奇迹 ,为

后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发生在新加坡。20世纪 70年代 ,新加

坡经济增长连续 5年达到 10%以上 ,使其成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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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四小龙 ”。以前的新坡的经济并不突出 ,新加坡

成为独立的国家后 ,第一任政治领导人为李光耀 ,

增长奇迹出现了。

第三次发生在中国。1992—1996年 ,中国连续

5年经济增长达到 10%以上 ,但是这段时间 GDP的

高增长率面临两个危险 :高通货膨胀 ( 1993和 1994

年达到 24. 1% )和经济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原因是

国家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实行了宏观调控。

第四次也发生在中国。2003—2007年 ,中国经

济增长均达到 10%及以上 ,并且不存在上述 1992—

1996年高 GDP增长率所面临的两种问题。因此 ,

可以预测 :如果不发生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台海局

势稳定、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

响 ,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 10% ,甚至

10. 5%以上 ,开创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纪录。
(二 )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现在通过三次产业年度增长的情况进行说明。

从 2000 到 2007 年 , 第一产业的增长率依次为

2. 4%、2. 8%、2. 9%、2. 5%、6. 3%、5. 2%、5. 0%、

3. 7% ;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依次为 9. 4%、8. 4%、

9. 8%、12. 7%、11. 1%、11. 7%、12. 5%、13. 5% ;第

三产业的增长率依次为 9. 7%、10. 2%、10. 4%、

9. 5%、10%、10. 5%、10. 3%、11. 2%。

1. 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是当

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通过以上数据 ,我们发现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最

快 ,第三产业居中 ,第一产业最低。仔细观察 ,我们

又发现农业增长率在 2003和 2004年有一个很大的

跳跃 ,从 2. 5%直升为 6. 3%。2003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三十年以来 ,特别是 21世纪以来最特殊的一

年。这一年上半年全国部分地区爆发“非典 ”疫情 ,

下半年出现投资增长过猛引起某些部门增长过快

的经济过热现象。2003年经济过热的第一个信号

是北京街头的烧饼涨价 ,也就意味着粮食和食品涨

价了。究其原因 ,是粮食产量与需求之间的缺口过

大 ,导致粮食的供求紧张 ,从而引起食品价格上涨。

中央开始意识到不应该忽视农业 ,认识到宏观调控

的着力点应该是加强农业生产。因而中央出台了

三个农业政策来刺激农业生产 : ( 1 )取消农业税 ;

(2)设立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 ; (3)对种粮农民给予

直接经济补贴。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

极性 ,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 ,导致 2003年和 2004年

农业的高跨度增长。但是 ,自 2004年以后 ,农业增

长却又呈现下降趋势 ,说明政策激励的空间是有

限的。

2008年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专题

讨论 2008年的粮食增产问题。会议提出 :进一步提

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保护价 ;种粮直接补贴扩大范

围 ,从粮食的主产区扩大到非主产区。当前中国宏

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很多 ,但最严重、最迫切

需要解决 ,也是最难解决的一点还是如何实现农业

持续增长、农民持续增收。

2. 工业增长速度比服务业快的问题

目前 ,工业增长速度比服务业快会产生一系列

问题。其中突出的是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出现

问题。2008年是“十一五 ”规划的第三年 ,其中的一

些定量指标实现比较困难。而关于节能减排 ,当前

只认识到两个指标 :单位 GDP能耗下降 20%和主要

污染物的排放下降 10% ;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指标 :

增加服务业比重 (即提高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 3个

百分点 ,提高服务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的

比重 4个百分点 )。这一标准与现代社会的产业结

构升级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占比重为

60%以上 ,甚至超过 80% ;中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水平 ,但要实现“十一五 ”规划中的服务业增长这个

目标也很难。因为它要求服务业增长速度不能低

于工业 ,而过去中国一直是工业增长速度高于服务

业 ,从而中国服务业比重不是增长 ,反而是下降了

1. 3个百分点。关于节能减排的前两个指标 ,我们

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力度不够 ,需要加强力度 ;而关

于增加服务业比重 ,我们甚至连发展方向都还没有

找到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通货膨胀问题

2000—2007年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 I)

依次为 0. 4、0. 7、0. 8、1. 2、3. 9、1. 8、1. 5和 4. 8。

2007年 CP I指数过高并不是猪瘟 (蓝耳病 )造成的 ,

主要是因为以前积累的价格上涨因素。因此 , 2007

年 CP I指数过高有一定的必然性。

经济学中讲到通货膨胀主要有两种 :成本推动

的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2007年高 CP I

的原因有五个 : (1)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包括原

材料成本、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和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 ;资金价格 ,即利率

持续增长 ;关于劳动力成本 ,其典型案例是广东发

生“民工荒 ”,因为接受低工资的民工越来越少了 ,

即劳动力成本提高了。 ( 2)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其中最典型的是流动性过剩 ,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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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 ( 3)经济增长速度 ,特

别是投资增长速度过快。 ( 4 )节能减排任务的落

实 ,当期增加的一些节能设备也会导致价格上涨。

(5)国际市场上的一些重要商品价格上涨 ,比如 :石

油、铁矿石、粮食、牛奶等。

可以预测 , 2008年及未来几年价格将保持相对

稳定的趋势 ,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 ,因为有四个问

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 :

1. 农业问题。农业增长速度连续四年减慢 ,未

来所面临的粮食压力将更大。

2. 劳动力成本问题。过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

以不用考虑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中国劳动力成

本在逐年上升。而当前由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过

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以

刺激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工资的提高受劳

动生产率的限制。若工资的提高超过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 ,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这是当前建设和谐社

会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也是必须要

付出的代价。

3. 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

W TO和经济全球化 ,中国已无法与世界经济隔离 ,

所以必然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价格影响。比如 :

美国的石油只探不采 ,石油储备不用 ;而在国际上

石油是以美元计价 ,美元贬值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石

油价格上涨。

4. 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过剩的产生 ,究其

根源是国际收支存在问题 ,包括进出口差额和外汇

储备。一方面 ,我国多数年份都是贸易顺差 , 2007

年甚至超过 2600亿 ,对内说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

并且由于外贸依存度过大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对外

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 ,并且面临人民币升

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

过快 , 2007年达到 16 000亿美元 ,改革开放 30年以

来增长了 10 000倍。由于人民币升值 ,外汇储备贬

值很快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此 ,以上问题的存在将导致 2008年中国 CP I

不可能回复到以前 ,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2008年为 4%到 8%之

间 ,根据目前的情况最多将达到 6%。经济学中对

通货膨胀的分类是 : 3%为正常的波动 (欧洲是

2% ) , 5%为温和的价格上涨 ,超过 5%为需要密切

关注的通货膨胀 ,超过 10%则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因此 ,中国 2007年仍处于温和的价格上涨之列 ;

2008年如果为 6% ,甚至更高 ,也顶多处于需要密切

关注的范围之内。而当前中央对此非常重视 ,主要

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其中最主

要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社会不公平

元素增加 ,从而使通货膨胀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比

如 ,猪肉价格的上涨对各个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一

样的 ,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因而应该引起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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