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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自 2008年 10月开始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迅速

转变。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进入全面通货紧缩状态 ,但通货紧缩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在工业生产领域

有所表现 :通货紧缩导致企业投资不振、收益下降 ,并增加了企业债务负担 ;同时 ,通货紧缩也大大抑制了居

民消费和出口。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的内在原因在于其自身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都趋于萎缩 ,因此 ,防止中

国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基本思路是“扩大需求、改善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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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October last year, the finance crisis of the world made Chinese macro2economy situation from

inflation to deflation. A lthough, currently, China is not in all2rounded deflation situati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p ressure of the deflation has begun to appear in industrial p roduction field, for examp le, the deflation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firm investment and gains and the increase of enterp rise debt burden. Meanwhile, the deflation

inhibits the resident consump tion and export on large scale. The inner reason for p resent China’s deflation is

shrinking of self2investment demand and consump tion demand. Thus, the basic ideas for p reventing China’s

serious deflation are to enlarge domestic demand and to imp rove supp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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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2008年 10月至今 ,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沿海

企业纷纷倒闭 ,大批农民工回乡形成返乡潮 ,对外

贸易增长率大幅下降 ,房地产价格急速下跌。人们

明显地感到前段时间的经济过热正在演变成现在

的经济衰退。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由通货膨胀

迅速地向通货紧缩转变 ,通货紧缩压力越来越大。

通货紧缩通是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 ,或者

说一段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 ”。巴塞尔

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标准是 : CP I连续两年下降可

被视为通货紧缩。早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

发时期 ,理论界就对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作了多种

解释 ,其中代表性观点如下 :

观点一 :中国产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生产

能力过剩。供给能力决定于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的

形成决定于固定资产投资 ,而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

居民消费水平的过快增长 ,造成了生产能力的严重

过剩 (胡鞍钢 , 2001)。[ 1 ]这种说法存在一定问题。

如果中国通货紧缩的出现仅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

和生产能力增长太快 ,为什么政府扩大投资不是加

剧了通货紧缩 ,而是缓解了通货紧缩 ?

观点二 :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认为中国

的货币供给不足及“货币悬空 ”———大量资金沉淀

与股票市场、资本外流、不良资产占用国民储蓄和

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等 ,使增加的货币没有起到预期

的效果 ,好像悬在了半空中 ,诱发了通货紧缩 (罗振

宇 , 1999)。[ 2 ]这种解释非常勉强 ,过于简单 ,忽视了

一些更为根本的因素。因为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

平之间主要是相关关系 ,而不是因果关系 ,多数情

况下两者呈同步变化 ,可能是由其他因素 (经济结

构失衡 ,经济衰退等 )造成的。

观点三 :通货紧缩是资产价格持续缩减的表

现。资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 ,资产价格持

续下降即资产价格的“缩水 ”。资产价格的大幅下

降引起资产所有者变现资产 ,清偿债务压力增大 ,

进而引起投资者信心不足甚至丧失投资信心 ,投资

信心不足进一步导致大幅降价抛售资产 ,于是形成

通货紧缩的螺旋 (李杰 , 2003) ,
[ 3 ]通货紧缩加剧。

遗憾的是 ,这一观点分析的重点在于通货紧缩如何

不断地加深 ,但是对于通货紧缩是如何形成的 ,缺

乏解释能力。

观点四 :中国通货紧缩的基本原因是债务过

高。中国 1992年后出现的“政治周期 ”导致的大繁

荣及过度投资 ,进而过度负债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

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 , 1999)。[ 4 ]

但是这种理论主要是从金融方面来考查问题 ,而要

真正解释通货紧缩的产生 ,还是需要深入到一般物

价形成机制的内部 ,从实体经济变化本身来分析。

观点五 :中国的通货紧缩是转型时期有效需求

不足引起的通货紧缩。中国的通货紧缩是在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由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

工业社会转变的转型时期发生的。在这样的时期 ,

引发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有效需求的不足 ,

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方面的问题。此外 ,生

产能力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另一个重要原因。20

世纪 90年代中期 ,中国市场上商品短缺的现象在总

体上已经基本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买方市场的形

成 ,中国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已经大大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 ,与之相伴的是结构性失衡 (刘建国 ,

2003)。[ 5 ]这种理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通货紧缩的

特殊性 ,但是由于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与 20世

纪 90年代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必然会限制该理

论的参考价值。

从上述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理论界

关于通货紧缩形成原理的研究 ,往往是针对某个时

期的通货紧缩 ,或是侧重于从某个或某些方面分析

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 ,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的局限

性。中国通货紧缩的复杂性和每个时期的特殊性

要求我们全面具体地分析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

2008年中期以来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

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

的宏观经济形势也一改前期的通货膨胀而向现在

的通货紧缩转变 ,物价水平持续下降 ,失业率持续

上升 ,有效需求持续不足。根据中宏数据库 ,代表

经济景气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自 2008年 1月以来持

续下跌 ,从 1月份的 95. 60降到 11月份的 90. 20。

虽然当前货币供应量仍在增加 ,经济仍维持着较高

的增长速度 ,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

状态 ,但是通货紧缩的压力在不断加大是不争的事

实。防范通货紧缩已经成为当前国家经济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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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文拟对当前中

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成因做出初步探讨 ,分析通

货紧缩威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就如何防范

严重的通货紧缩提出一些建议。

一、当前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现状及主

要成因

自 2008年 2月以来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已连续 15个月下降 , 2009年 2月仅为 98. 4,较 2008

年 2月的 108. 7大幅下降 10. 3,目前已经是负增

长 ,当前情势事实上就是通货紧缩状况。消费者信

心指数也加速下降 , 2009年 3月份负增长 7. 6%。①

同时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也在不断

地下降 (见表 1和图 1)。

表 1　2008年 2月 —2009年 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信心指数、预期指数和满意指数

年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 消费者信心指数 消费者预期指数 消费者满意指数

2008. 02 108. 7 94. 3 96. 8 90. 5

2008. 03 108. 3 94. 5 97. 1 90. 7

2008. 04 108. 5 94. 0 96. 6 90. 1

2008. 05 107. 7 94. 3 97. 0 90. 2

2008. 06 107. 1 94. 1 96. 5 90. 6

2008. 07 106. 3 94. 5 96. 9 90. 8

2008. 08 104. 9 93. 7 96. 0 90. 2

2008. 09 104. 6 93. 4 95. 6 90. 0

2008. 10 104. 0 92. 4 94. 2 89. 8

2008. 11 102. 4 90. 2 90. 8 89. 2

2008. 12 101. 2 87. 3 87. 6 86. 8

2009. 01 101. 0 86. 8 86. 9 86. 6

2009. 02 98. 4 86. 5 86. 7 86. 3

2009. 03 98. 8 86. 0 85. 9 86. 1

2009. 04 98. 5 85. 0

　　　注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网址 :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图 1　通货紧缩压力 (CP I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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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表中的数据变化趋势不难看出 ,当前中国

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非常大。最近一年来 ,产生如

此大的通货紧缩压力的原因是什么 ? 表面看来全

球金融危机是首要触发因素 ,但是其内在原因是中

国自身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趋于萎缩造成的。当

然 ,除了需求方面的原因以外 ,供给方面和宏观政

策同样存在很多问题。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物价

总水平的升降变动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运动的

反映或结果。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宏观

经济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运动状态。从

理论上讲 ,这一失衡状态的形成 ,或者是由于总供

给过度 ,或者是由于总需求不足 ,或者兼而有之。

其中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两个最重要

的构成部分 ,当前的通货紧缩压力也是由于这两个

方面的需求出了问题。

商品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严重失衡以及居民

即期消费的缩减造成物价下降。理论上讲 ,商品供

给大于市场供给 ,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 ,从而

造成商品价格总水平较长时期处于低位徘徊。双

重失衡使得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小于供给增长速

度 ,从而使整个社会在供过于求的压力不断增强的

过程中出现通货紧缩。[ 6 ]最近一年来 CP I下降主要

是由居民即期消费缩减、储蓄增加 ,消费倾向和边

际消费大幅下降引起的。

第一 ,居民家庭未来支出预期大 ,未来预期收

入增长缓慢。住房、医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原来

由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福利性支出将由个人全部或

部分承担 ,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沿海

企业的大量倒闭 ,下岗职工增多 ,造成人们对未来

收入增长的消极预期。而人们为了未来的生存需

要 ,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失业、生病、养老、子女教

育等 ,就必须将收入的相当部分储蓄起来 ,这样就

抑制了现期消费。

第二 ,现有的消费已接近饱和 ,新的消费尚无

力支撑。由于居民即期消费更加慎重 ,预防性需求

增加 ,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 15万亿元 ,大量潜在的

需求被搁置。所以住房、汽车消费难以成为居民消

费的热点。而拥有 8亿农民消费者的巨大农村市场

被忽视 ,导致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缺

乏新的亮点。

第三 ,购买力存在结构性问题。由于收入两极

分化 ,高收入阶层由于收入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结

构的调整 ,消费趋于饱和 ,需求的增长受到产品结

构的制约。低收入阶层由于收入增长缓慢 ,有效购

买力不足 ,消费需求受到收入和购买能力的制约 ,

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

中国投资需求不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即货币

政策方面和消费需求方面。从货币政策看 ,投资需

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利率偏高。由于前段时间通

货膨胀的缘故 ,利率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中国

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从 2006年第一季度开始到

2008年宣布降息 ,中国商业银行各期信贷的加权平

均利率都在不断上升 ,这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融资

成本也在相应提高。考虑到信贷和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相对比较固定的比率关系 ,信贷的收缩将直

接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下降。[ 7 ] 2001—2008

年 ,中长期贷款 /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率保持在

100% ～120%之间。① 可见 ,中长期贷款在当前经

济不确定性面前出现萎缩 ,固定资产也必然出现相

应收缩。再加上 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因为金融危

机的冲击而陷入低迷 ,外部的流动性过剩也将不可

维持 ,中国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也必然受到影

响。一旦企业陷入相对低迷状态 ,则信贷需求也会

相应降低 ,形成恶性循环。

从消费需求方面看 ,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是消费需求不足。生产或投资 ,意味着对生产要素

的需求 ,而且生产要素的需求具有一个重要的特

征 ———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 ,即生产者对某种生产

要素的需求是消费者对该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

的需求引发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属于最终需

求 ,没有最终消费需求 ,就没有生产者对生产要素

的需求。因此 ,可以说最终消费需求是投资需求的

基础 ,没有最终消费需求的扩大就没有投资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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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对于投资需求的决定作用可

以用投资的乘数公式 K = 1 / ( 1 -β)加以说明。乘

数理论告诉我们 ,投资增加会导致生产和收入增

加 ;而且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 ,即投资增加对生

产和收入具有成倍的扩张作用。这种成倍扩张的

作用 ,称为乘数效应。乘数公式中的 β为边际消

费倾向。乘数公式表明 :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

消费倾向的大小 ,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 ,即边际

消费倾向越高 ,投资的乘数效应越大 ;边际消费倾

向越低 ,投资的乘数效应越小。边际消费倾向的

扩大意味着人们消费需求欲望、消费者信心、消费

者满意度、消费者预期都增强 ,消费需求扩张 ;边

际消费倾向的缩小意味着人们消费需求欲望、消

费者信心、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预期都低迷 ,消

费需求萎缩。这从表 1第 3、4、5列数据和图 2中

可以看出。

图 2　消费者信心、预期和满意度所反映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情况

　　所以 ,消费需求的扩张是投资需求扩张 ,从而

也是整个需求扩张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 ,自 2008

年以来消费指数的持续下降和有效消费的乏力是

当前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正是消费需求的萎

缩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扩张。

此外 ,全球金融危机既是中国通货紧缩的导火

索 ,也是通货紧缩的助推器。在开放的经济条件

下 ,国外需求或供给的变动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总

需求或总供给来影响该国的整个经济活动或经济

运行。特别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 ,通货

膨胀和通货紧缩会发生国际传递。全球金融危机

使中国承受了出口减少和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双

重压力。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

联度大大提高 ,出口需求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支持

中国社会总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部分。全球金融

危机首先加剧了中国的汇率问题。根据国际经济

学原理 ,本币升值、外汇汇率下降会直接导致本国

出口物品的外币价格上升和进口物品的本币价格

下降。那么 ,本国出口物品外币价格的上升 ,将会

抑制外国对本国出口物品的需求 ,本国的出口将会

减少 ;本国进口物品本币价格的下降 ,会促使本国

对进口物品需求的增加。自 2005年 7月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以来 ,人民币汇率保持了 6% ～8%的年度

增长幅度 , ①这就意味着 ,中国的商品将以更加昂贵

的价格出口到国外 ,这必然会导致国外市场需求的

减少 ,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 ,

外需的扩张本身就很困难了 ;同时 ,由于人民币升

值导致的进口物品增加 ,又会进一步冲击已经萎缩

的国内市场。这是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外

部风险之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是减少了中国的外资流入。据商务部统

计 , 200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

企业数和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一直呈下降

趋势。到 2008年 10月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实

49

邹 　璇 ,蔡秋桦 :当前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威胁及应对措施

①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际使用金额已出现了 2. 01%的负增长①。这说

明 ,在美国、欧盟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刻 ,其对华资

本输出会相应受到影响 ,并因此影响到中国未来

的经济发展。

二、通货紧缩威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

响及其原因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 ,都是宏观经济运

行的病态特征 ,影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具有较

强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当前面临的总需求萎缩型

通货紧缩就更是如此 ,而严重的通货紧缩往往会

导致经济衰退。因为 ,除非是由于技术进步、生产

率提高和成本下降所致 ,不然价格下降会导致销

售收入和利润减少 ,生产萎缩。而经济衰退还会

导致失业增加、居民收入下降、消费需求减少 ;居

民消费的减少 ,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导致价格下降 ,

加剧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程度 ,形成自我强化

的恶性循环。当前中国虽然还没有进入全面通货

紧缩状态 ,但通货紧缩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

在中国的工业生产领域中表现了出来 (见表 2和

图 3)。

表 2　2008年 2月 —2009年 3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化情况 /%

年份 2008. 2 2008. 3 2008. 4 2008. 5 2008. 6 2008. 7 2008. 8

增长率 15. 4 17. 8 15. 7 16. 0 16. 0 14. 7 12. 8

CP I 8. 7 8. 3 8. 5 7. 7 7. 1 6. 3 4. 9

年份 2008. 9 2008. 1 2008. 11 2008. 12 2009. 1 2009. 2 2009. 3

增长率 11. 4 8. 2 5. 4 5. 7 8. 3 11. 0 8. 3

CP I 4. 6 4. 0 2. 4 1. 2 1. 0 - 1. 6 - 1. 2

　　注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网址 :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图 3　2008年 2月 —2009年 3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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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2和图 3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动情况中

不难看出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随着 CP I指数下行 ,即

通货紧缩压力的加大 ,大体上呈下降变化趋势。可

见通货紧缩压力对工业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冲击。

在通货紧缩压力下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下行的原因

可能在于 :

(1)通货紧缩造成企业投资不足。首先 ,在包

括物价下降在内的宏观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下 ,企业亏损面扩大 ,无力扩大投资。其次 ,消

费需求增长放慢 ,相应使企业投资扩张的空间缩

小 ,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特征更加明显。最后 ,

物价下跌本身影响民间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以房

地产为例 , 2008年 1至 9月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21 278亿元 ,增长 26. 5% ,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1%。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 ,房价调整迹象明

显。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第一季度上

涨 11. 0% ,第二季度上涨 9. 2% ,第三季度上涨

5. 3% ,部分城市房价开始回调。房地产市场成交量

的调整幅度远远超过房价调整幅度。1至 9月份 ,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4亿平方米 ,下降 14. 9% ,降

幅比上半年扩大 7. 7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增幅下

降 48. 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 ,前三

季度房地产投资资金到位量增长 10. 7% ,比上年同

期回落 27. 2个百分点 ,落后于施工量增长进度 15.

8个百分点。①

(2)通货紧缩导致企业收益下降。一般而言 ,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 ,物价指数都会略有上

升 ,但年增长幅度一般不会超过 2% ～3% ,也不会

妨碍经济的正常运行。[ 8 ]如果出现通货紧缩 ,物价

水平不是上升 2% ～3% ,而是像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下降 2% ～3% ,就意味着企业生产商品的赢利空间

下降。而我们的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销

售利润率都达不到 5% ～6% ,这就势必使原来一些

盈利的企业变成亏损 ,原来亏损的企业亏损更多。

(3)通货紧缩增加企业债务负担。过度负债并

且资金来源过度依赖银行是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

国有企业融资的主要特征。通货紧缩无疑将增加

企业的债务负担 ,而对过度负债的中国企业来说 ,

通货紧缩对其债务的压力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

就致使企业不敢贷款投资 ,或难以偿债。即使名义

利率下降 ,资金成本仍然会比较高 ,导致实际利率

上升 ,抑制消费需求。

(4)通货膨胀抑制居民消费。通货膨胀对居民

消费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由于零售物价和房价的持续负增长 ,居民持币待购

的心理增强 ;其次 ,由于企业停工停产和职工下岗

失业 ,城乡居民货币增长幅度明显减慢 ;第三 ,居民

的收入预期下降而支出预期上升 ,导致居民消费信

心不足。这三个方面从今年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就

可以看出 , 2008年 1月就呈现 0. 70%的负增长并持

续下跌 ,到 10月份负增长已达到 4. 70%。②

(5)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通货紧缩还会由于

需求的持续下降使进口萎缩 ,加重全球性的通货紧

缩 ,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的出口 ,造成国际收支逆

差扩大和资本外流 ,并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复苏。例

如 ,自 1997年 10月以来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

全球范围出现一定程度通货紧缩的影响下 ,中国也

出现了连续多年的物价总水平下降的趋势。这使

中国工农业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 ,不少企业陷入困

境 ,金融业蒙受巨大损失 ,劳动就业出现困难 ,许多

个人和家庭实际收入下降 ,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防止严重通货紧缩的措施

分析表明 ,当前中国通货紧缩压力的出现 ,原

因在于总需求萎缩、总供给过剩、政策操作失当和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所有这些原因中 ,最关键

的还是总需求不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因

此 ,防止中国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基本思路是 :扩

大需求 ,改善供给。

1. 调整城乡居民对未来的预期

当前中国城乡普遍出现了居民消费不足 ,究其

原因 ,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由于城镇居民对未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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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悲观的心理预期 ;其二是由于收入水平的下降或

者增幅的大幅度减缓 ,即支付能力不足。因此 ,改

善城乡居民对未来的预期 ,是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关

键措施。

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悲观预期 ,最关键的原因

是对经济前景的不够乐观、就业形势的严峻和社会

保障的不完善。因此 ,调整居民的心理预期 ,关键

在于树立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扩大就业和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措施 ,就可以调

整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心理预期 ,而不必在当前为

了未来节衣缩食。

第一 ,树立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由政府公

布长期经济发展目标 ,并制定发布政策信息 ,包括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目标和实施计划。增加政

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度和可信

度 ,减少公众的猜疑心理。当前中国政府公布的投

资 4万亿扩大内需的十项计划 ,就对稳定人心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时期 ,

应当通过发布信息树立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减

少其过度储蓄倾向 ,防范“流动性陷阱 ”。

第二 ,扩大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相比 ,就业

机会更加重要。因为就业不仅保障了当前的生活 ,

也保障了将来的生活 ,更是实现了就业人员的自我

心理满足。就心理学而言 ,失业造成的创伤不亚于

亲友的去世和学业的失败。扩大就业机会 ,从根本

上讲 ,是扩大投资 ,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从

当前来看 ,扩大政府投资的路径就是大兴基础设施

建设和大型工程建设。而扩大民间投资方面 ,在当

前市场状况不佳、投资的税前收益率难以提高的情

况下 ,通过减税提高投资的税后净收益率 ,是刺激

民间投资的重要途径。

第三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按照“明确范围 ,

互相补助 ;分清责任 ,合理分担 ;区别对待 ,综合平

衡 ”的原则 ,把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商业

保险四个层次 ,国家、社会、单位、个人四支力量 ,失

业、养老、医疗、意外事故保障四个方面 ,有机地结

合起来 ,组成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合理结构 ,构成

一个相对稳定并动态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

障体系。这样 ,就可以减轻城乡居民的自我保障倾

向 ,有利于促进即期消费。

2.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培育其支付能力

除了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城乡居民消费萎缩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支付能力的不足。支付能力的

增强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 ,有支付能力才有消费

能力 ,所以培育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是防范通货紧

缩的根本措施。而培育支付能力的关键是增加收

入 ,主要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1)从城镇居民的阶层构成分析来看 ,目前中

国城镇低收入阶层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由于各

种原因形成的城市贫民 ,应当分别采取措施来增加

他们的收入。第一 ,应适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会

保障对象的待遇水平 ,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 ,

并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

对象的生活补助标准。第二 ,对于下岗失业人员 ,

应由政府出面对他们进行培训 ,并提供充分的就业

信息 ,为他们再就业提供条件。而目前中国的城镇

中等收入阶层主要是政府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

职工 ,要提高他们的收入 ,可以按照提高工资标准、

规范单位补贴、坚持工效挂钩、禁止非法收入的思

路 ,在规范中逐步提高。

(2)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分析 ,低收入阶层主要

是从事粮食种植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对于他们 ,国

家一方面可以提高最低粮食收购价格 ,另一方面应

当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

准 ,以提高其收入。但是 ,中国的农村居民不光是

低收入阶层 ,而是整个群体都存在着增收难的问

题 ,其根源在于中国的农村人口相对过多。因此 ,

农民的非农化是解决中国农民增收难问题最根本、

最有效的途径。农民的非农化可以有两个途径 :一

个是通过地域意义上的外流实现非农化 ,即离开农

村进入城市 ;另一个是通过产业意义的外流实现非

农化 ,即放弃农业的生产经营 ,就地从事非农产业。

要通过这两个途径实现非农化 ,引导农民致富 ,需

要采取以下措施 :

第一 ,彻底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其他

影响农村人口外流的制度 (如社会保障、子女上学

等方面 )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各地的

实际来看 ,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 ,特别是一些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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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户籍制度 ,仍然是人口城乡流动的障碍。而社

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农民工子女上学难 ,也仍然

阻碍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第二 ,加快乡村教育的发展 ,加强农民的技能

培训 ,扫除农民外流的知识技能障碍。增加农村教

育投资 ,强行普及义务教育 ,办好乡村业余职业技

术教育。这是农村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要将

其列入政府业绩的考核范围 ,使之经常化、制度化。

第三 ,发挥地方政府的协调职能 ,组织有思想、

有文化的农村劳动力回乡创业。在当前的大背景

下 ,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 ,大批农民工返

乡 ,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 ,鼓励回乡农民工就地创

业。比如尝试建立“农民工回乡创业基金 ”,或者为

有创业意图和创业基础的农民工提供向银行贷款

的担保。“一个创业带动十个就业 ”,这是比单纯解

决农民工就业更为高效的措施。

3. 减轻企业负担 ,扩大民间投资

投资分为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 ,投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个人 ,投资主要是

民间的投资 ,即企业和个人进行的投资 ,或者称为

非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变动方向 ,决定着经济活

动的变动方向 ,决定着经济的景气与萧条 ,因此 ,扩

大民间投资是十分重要的。[ 9 ]

民间投资的主要方向是民营中小企业 ,因此要

刺激民间投资 ,关键是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 ,促进

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大多数国企效益不佳的

情况下 ,民营企业经过 30年的飞速发展 ,已具规模 ,

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

间投资的增长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

经济的发展 ,增加就业 ,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

带动民营企业投资 ,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是关键

措施。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 ,主要有两大办法 :

第一 ,减轻企业税负。例如当年里根政府为使美国

经济走出“滞涨 ”泥潭 ,大胆降低税率 ,从改善供给

入手 ,搞活企业 ,结果使美国经济很快走出了“滞

涨 ”。[ 10 ]由此可见 ,尽量减轻企业税负 ,可以作为今

后一段时期财政税收政策的基本取向。第二 ,缓交

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是民营企业 ,特别是其中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企业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 ,缓交社会保险费可以有力地缓解这些企业的资

金运转困难 ,有效减轻企业负担。虽然目前的财政

状况使这两个方法回旋的余地不大 ,但是却可以起

到强烈的信号作用 ,可以改善投资氛围 ,给企业以

盈利的希望 ,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4. 调整供给结构 ,扩大有效需求

调整供给结构 ,使其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是

扩大有效需求 ,促进消费的有效措施。要使供给结

构在品种、数量及价位等方面都适应消费者的即期

需求 ,并适当超前地适应消费者未来的需求 ,这样

才能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新的经济周期的形

成。所以 ,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排除各

种阻力 ,下决心调整供给结构。

调整供给结构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 ,要发挥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的作用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 ,制定严密的结构调整计划 ,坚决淘汰滞销

的陈旧产品 ,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 ,关闭效益低下

的企业 ,重组业绩甚差的企业 ,并运用法律、行政、

经济等各种手段来保证实施。

另一方面 ,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作

用 ,引导企业在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寻找商机 ,主动

去开发和适应潜在需求。例如通过采用新技术和

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 ,收缩甚至放弃市场前景不好

而且竞争力不强的业务 ,通过市场细分及需求预测

来寻找市场机会 ,发展高科技产品、专利产品和特

色产品 ,培养并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与其他企业

紧密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 ,等等。

5. 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 ,绝不能放松出口。面对外

部需求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形势 ,

必须坚持出口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战略 ,巩固传

统出口市场 ,大力开拓新兴市场。一是充分运用国

际通行的财税政策支持出口 ;适度扩大外贸发展基

金规模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培育出

口品牌。二是改善对进出口的金融服务。扩大出

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出口信贷 ,

创新出口企业融资担保方式。三是稳步推进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改善加工贸易发展环境 ,调整加工

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 ,鼓励出口加工业向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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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转移。四是抓紧完善鼓励服务贸易的政策

措施 ,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五是努力扩大进

口。重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 ,增加关键零部件元器

件、重要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六是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优化海关、质检、外汇等方面监管和服

务 ,加强边境口岸建设。七是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

环境。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

区战略 ,妥善应对贸易摩擦。

6. 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扩大需求 ,调整供给 ,治理通货紧缩 ,政策的选

择和操作很重要。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无疑

是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即在财政政策方面 ,扩大财政赤字 ,大力兴建基础

设施和大规模工程项目 ,尽全力减轻企业负担 ,调

节过高收入 ,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各种补贴 ,等等 ;

在货币政策方面 ,适当调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增加

就业 ,适当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应

量以及放宽贷款限制等措施。

但是在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

紧缩时 ,尽管能够对短期经济状况的调整起到一定

的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可能恶化宏观经济的均

衡。因此对宏观政策的作用应有恰当的估计 ,并注

意掌握适当的数量界限 ,更要注意灵活的调控 ,防

止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相互迅速转化。[ 11 ]例如在运

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时 ,虽然短期内容易见效 ,但其

效用会逐渐降低 ,如果不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单靠

扩大财政赤字是不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 ,所以

要注意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

又如在运用降息手段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通

货紧缩 ,但是当公众消费及投资意愿过低时 ,容易

导致“流动性陷阱 ”的出现 ,使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

用。因此 ,一定要防止为了追求速效而过分增大政

策力度 ,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抑制通货紧缩 ,关键是扩大内需 ,内需不足已

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因此 ,

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战略

性问题 ,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方方面面共同

关注的问题。但是可以相信 ,只要我们调整好经济

结构 ,拉动消费 ,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 ,中国的经济

就会摆脱这种不利局面 ,走向又快又好健康稳定持

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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