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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每年春秋两季中国社会科学院都要召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

测座谈会
，

会上专家学者各抒 己见
、

畅所欲言
，

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全方

位的探讨分析
。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

非典
”

袭击
，
���� 年春季预测会未能如期

举行
，

但是我们仍 然收到众多来 自各界的研究成果及学术论文
，

使我们深受感

动
，

我们 不仅从中看到各位专家学者对于 中国经济的 关注
，

也看到 了全国人民
“

众志成城
，

战胜非典
”

的信心
。

因此我们决定开辟专栏刊登这些论文
，

同时我

们也希望全国的经济工作者关注
“

非典
”

对于 中国以及东南亚乃 至全球经济的影

响
，

从经济学的 角度研究如何减少
“

非典
”

造成的 负面 影响
。

我们将与各位专家

学者一道
，

关注
“

非典
” 、

关注中国经济
。

���� 年中国宏观经济

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
①

高铁梅 王金明

内容提要 ���� 年 �季度
，

中国宏观经济延续 ���� 年的良好态势
，

在加快结构调整的

过程 中
，

继续稳步增长
，

���增长率高达 �
�

��
。

但是由于美伊战争等国际不确定性因素

使得全球经济前景扑朔迷离
，

我 国 目前的非典型肺炎等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带来的经济冲

击难以估量
，

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

本文使用多种

预测模型及
“

宏观经济监测预警 系统
” ，

对 ����年我 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 了分析与预

测
。

关键词 经济形势 预测 政策建议

一
、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走势分析

���� 年 �季度
，

我国经济增长不但延续了 ����年的上升势头
，

而且有明显加速的迹

象
。

工业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

扩大内需蓄积的能量正在加速释放
，

人世效应正在显现
。

�
�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
，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

����年 �季度
，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
，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
，

其中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
、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是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重要

力量
。

���� 午 �季度
，

汽车产销两旺
，

汽车产量 同比增长 ��
�

���
。

�一 �月份
，

微型电子

计算机和光通信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产量同比增长都在 ���以上
，

主要耐用消费品生产也

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

进人 ����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
，

�一 �月工业企业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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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收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
�

���
，

实现利润总额 由于上年同期为负增长
，

增长率高达

���
�

���
。

�一 �月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 ���
�

�� 亿元
，

同比增长一��
�

���
。

�
�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

����年 �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高速增长
，

同比增长 ��
�

��
，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

���
，

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 ��
�

��和 ��
�

��
。

����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而

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
，

吸引外资 ���亿美元
，

创历史新高
，

占 ����年发展

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然
，。

今年 �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继续高速增长
，

达 ��
�

��
。

�
�

国内消费持续增长
，

物价水平止跌回升
，

通货紧缩压力减缓

近年来由于居民收人增长加快
，

居民消费预期心理有所改善
，

国内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

稳
。

���� 年 �季度同比增长 ����
，

其中城市增长 ��
�

��
，

农村增长 �
�

��
。

城市中新的消

费热点正在形成
，

一是住房消费带动的建筑及装演材料类
、

家具类和家用电器类销售保持较

好增长� 二是汽车消费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二 三是通信服务
、

旅游等消费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
，

是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
。

���� 年 �季度
，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
�

��
，

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
�

��
，

原材料
、

燃料
、

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
�

��
。

�季度鲜菜价格大幅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正增长

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

同时
，

一些先导性的工业价格指数上升尤为明显
。

物价是经济增长速

度的滞后指标
，

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和投资需求增大所产生的内在影响
，

是物价水平上升

的重要原因
。

但是
，

由于 目前绝大多数商品仍供大于求
，

其价格继续走低
，

所以我国物价仍

将处于低位运行
，

虽然消费价格指数已由负转正
，

但短期内还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

�
�

近年来少见的货 币供应快速增长

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

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季度金融运行出现显著

变化� 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
，

货币资金供应充足有余� 各项存款增长迅猛
，

企业资金较为充

裕� 各项贷款大量增加
，

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 外汇储备增加较多
，

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

�月末
，

广义货币供应量��
��同比增长 ��

�

��
，

狭义货币供应量��
��同比增长 ��

�

��
，

广义

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同期 ���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
。

�
�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年 �季度进出 口总值增长 ��
�

��
，

其中出 口 ���
�

�亿美元
，

进 口 ���
�

�亿美元
，

贸

易逆差 ��
�

�亿美元
，

我国宏观经济季度统计中首次出现贸易赤字
。

由于人们对关税税率下

调的预期
，

使得一些进 口从 ����年推迟到 ���� 年初集中进行
，

汽车等商品进 口猛增
，

�月

份出现贸易逆差 ��
�

�亿美元
，

原油价格的上升和大量购买也是出现逆差的重要因素
。

二
、

����年宏观经济预测

本文利用 ����� 模型
、

增长曲线模型等多种中短期预测模型
，

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进行了预测 �见表 ��
。

根据预测结果
，

对合成指数进行了预测
。

�
�

���� 年呈前高后低趋势

����年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年
，

我国经济仍将继续保持

平稳的良好发展态势
，

全年 ���增长速度将达到 �
�

��一 ��左右
，

第二产业增加值将增长

��
�

��一 ���
。

在景气指标中加人 ����年各季度的预测值
，

然后重新构成的一致合成指数

在 ����年基本保持平稳
，

但呈前高后低趋势
。

景气动向综合指数仍处于增长趋热区间 �黄

灯区�
，

但 �季度后略有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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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仍保持稳定增长
����年我国投资仍将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

国有投资仍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

但是随着市场门槛的降低
，

法律制度的健全
，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所占比率越

来越高
，

近 �年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所占的比重已从 ��
�

��上升到 ���
。

外商投资的

增长同样引人注 目
，

全球 ���强企业已有 ��� 余家在华投资
，

����年外商直接投资将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
。

虽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 ���� 年政府财政支出预算增加 �
�

��
，

但

是由于前几年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使来自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明显恢复和加强
，

外

资
、

个体私营企业投资等非国有经济投资已经启动
，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将主要来

自非政府投资
，

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外资的增长
。

综合以上因素
，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率将达到 ���一���左右
。

�
�

国内消费稳中趋活

近两年来
，

由于政府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

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

员养老金水平
，

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增长较快
，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增加农民收人

各项措施的落实
，

人们的预期收人有较大提高
，

����年消费将继续稳定增长
，

预计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将增长 �� 一 ��
。

国内消费特别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
，

消费热点突

出
，

将成为 ���� 年居民消费的主要特征
。

但是由于非典型肺炎对旅游
、

餐饮业及交通等将

产生较大的影响
，

进而会影响到 ����年消费的增长
。

表 �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结果

指指标名称称 ����年 �季度度 ����年 �季度度 ����年 �季度度 ����年年

�����累计增长率�可比价格��� �
�

���� �
�

���� �
�

���� �
�

�� 一 ����

第第二产业累计增长率�可比价格��� ��
�

���� ��
�

���� ��
�

���� ��
�

��� �����

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现价��� ��
�

���� ��
�

���� ����� ���一 �����

社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现价��� �
�

���� �
�

���� �
�

���� ��一 ����

出出口总额增长率率 ��
�

���� ��
�

���� ��
�

���� ��� 一 �����

进进 口总额增长率率 ��
�

���� ��
�

���� ��
�

���� ��� � �����

国国家财政收人增长率率 ��
�

���� ����� ��
�

���� ���一 �����

国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率 �
�

���� �
�

���� �
�

���� ��一����

狭狭义货币供应量��
�
�增长率率 ��

�

���� ��
�

���� ��
�

���� ���一 �����

金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增长率率 ��
�

���� ����� ��
�

���� ���一 �����

金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率率 ����� ����� ��
�

���� ���一 �����

居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率 ����� ����� ��
�

���� ���一 �����

金金融机构企业存款增长率率 ��
�

���� ��
�

���� ��
�

���� ���一 �����

全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 ��
�

��� ��
�

��� ��
�

��� ��
�

�一 ���
�

���

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 ���
�

��� ���
�

��� ���
�

��� ���
�

�一 ���
，

���

�
�

���� 年出口增速将略高于 ���� 年
����年世界经济尽管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

但国际经济预测机构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形势

����年总体会好于 ����年
，

我国出 口迎来了一个较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

它将继续推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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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出口的增长
。

随着人世承诺的逐步落实
，

我国关税逐步降低
、

贸易壁垒逐步减少以及配

额的发放
，

将有利于我国进 口的加快增长
。

���� 年我国出 口与进 口增长率将高于上年
，

分

别为 ���一 ���和 ���一 ���
，

贸易顺差会比 ����年缩小
。

�
�

物价继续低水平运行
，

但物价指数由负转正

����年以来
，

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有所缓解
，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降幅 ����年下半

年开始逐步缩小
，

���� 年 �季度出现回升势头
，

并由负转正
。

但 ����年社会总供给大于总

需求的压力依然较大
，

部分行业新出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可能进一步加剧供求矛盾
，

加之我

国加人世贸组织后粮食
、

汽车
、

家电等销售价格的下降
，

决定了短时期内通货紧缩的压力不

能解除
，

所以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局面
。

三
、

政策建议

�
�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为实现 ����年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

扩大内需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
，

本

文认为扩大和培育内需的重点是 � ���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人
，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特别是加强农业科技投人
，

建立优质高效农业
，

只有发展农业生产
，

才能保证提高农民收

人
，

启动农村市场� ��� 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和扶植我国第三产业
，

尤其是服务业的发

展
，

提高居民对服务的需求
， ‘

从而增加就业还有较大的空间� ��� 目前住房
、

汽车
、

通讯
、

旅游等新兴消费热点在政策的刺激下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
，

已经处于快速稳定增长的态

势
。

应继续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

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
。

�
�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
，

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
、

改善人民生活
、

农业
、

西部大开发

等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
。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发放
，

健全失业保险制度
，

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医疗保险

制度
，

进而提高居民的收人预期
。

应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

减少中低收人人群的个人所

得税
，

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人
。

�
�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扩大付外开放

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人领域
，

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
。

支持各

类所有制中小企业
，

特别是科技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

稳步实施金融体制改革
。

继续

推进财税
、

投融资体制改革
。

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
，

逐步理顺分配关系
。

深化外贸体制改

革
，

继续积极
、

有效地利用外资
，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

规范招商引资活动
。

�
�

优化产业结构
、

提高中长期竞争力

在宏观经济发展处于良好态势的大好时机下
，

���� 年应在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上加大

力度
，

尤其是加快产业结构改革的步伐
。

将总量扩张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结合起来
，

扩大

需求的同时把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
，

提升产业结构
，

为提高中长期竞争力和增长潜力打好

基础
，

将短期扩大需求效果与长期扩大供给效果结合起来
。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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