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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稳步发展的中国经济 

赵昕东 陈 磊 高铁 梅 李晓芳 

1998年以来，在政府扩 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 币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宏 

观经济 已走出低谷，稳步回升 但进人 200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这种回落 

是否是暂时性的，持续时间将有多长，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是当前政府及经济学 

界最 为关注的问题 吉林大学宏观经济分析预测课 题组结合主周期 (MajorCycle)理论， 

使用多种预测模 型及“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 ，对 2001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 了分析和 

预测 

一

、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走势分析 

根据我国主要季度宏观经济指标，我课题组构造了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的景气 

指数— ～ 致合成指数 CI(以 1996年为 100)。根据一致合成指数，我国经济在 1998年第 

二季度达到谷底 (94．oo)后 开始稳 步回升，虽然在 l999年 上半年出现小的 回落，但是 到 

2000年第二季度基本保持了增长的态势，2000年第二季度 一致合成指数达到 (98 35)。从 

2000年第三季度 开始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 回落，但 回落的幅度 很小，2001年第三季度 开 

始，经济增长率将转而回升。 

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主要是根据经济周期中的主周期 (也称为朱格拉周期)及小 

周期 (Minor Cycle)(也称为基钦周期)的波动特征做出的。主周期主要是由设备投资的周 

期引起 的， 一般周期长度 8～l0年，我国经济在 1980年，l990年及 l998年先后三次 出现 

较深 的谷，周期长度上完全符合主周期的长度。我国过去的两次主周期波动中，一个主周期 

又包含 2～3个我们所熟悉的周期长度平均为 3年左右的小周期，我国实际发生的经济波动 

是两种周期的综合，在 一个主周期 中的上升阶段发生的小周期，具有上升阶段持续时间长， 

下降阶段持续时问短、下降幅度小的特点 我国当前正处于主周期的上升阶段，因此决定了 

经济的总体发展方向仍然是上升的，即使出现波动，下降局面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幅度不会 

很大n而从小周期看，从 1998年第二季度开始的上升算起，到 2001年下半年恰好是 3年左 

右，因此 当前出现增长率 回落也是正常的。 

1998年以来经济形势的好转 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 步完善，带来 了人们预期的改善， 

消费将进一步稳步回升，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证。政府通过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发行国债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及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会继续拉动经济增长，这将 

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 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的逐步衰退，及 日本经 

济的持续低迷，短期 内将给我国的出I：1带来一定的影响，当前出现的经济增长率 回落与此有 
一

定的关系。社会投资增长缓慢，仍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综合分析构成 GDP 

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 口四个方面，可以得出虽然短期 内经济存在某些不稳定因 

素，但 2001年我国经济仍可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 

二、2001年宏观经济预测 

结合 以上 的分析 ，我课题组利用宏观经济联立模型、结构时 间序列模型、ARIMA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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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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II,III结果 

见表 1。同时，根据表 1中的预测结果，对一致合成指数进行了预测。 

表 I 2帅1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结果 

指标名称 2季 度 3季度 4季度 全 年 

GDP累计增长率 7 9％ 7 85％ 8．0％ 7 8％～8．2％ 

第=产业增 加值累计增长率 9 5％ 9．4‰ 9．7％ 9 5％～】0 O％ 

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增长率 I3 0‰ 】4．0％ 】3 0％ l2 0％～】5 0％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 l0】％ 9 2％ 】0．5％ 9 8％～】0 2％ 

出 口增长率 l4 0％ 】3．0％ 】2．0％ i3 0％～ 】3．6％ 

进 口增 长率 】7 O％ I6 0％ 】4 0％ 】6 0％～ 】7．0％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 20 6％ 】5 6％ 23 4‰ 2l 0％～23．O％ 

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 2】3％ 2】7％ l7 6％ 】9 0％～2】．0％ 

狭义货 币供应量(M ．)增长率 l5 O％ l3 O‰ 】60％ 】5 O％～” O‰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增长率(期末值) i3 4％ i3 0‰ 】2 9％ 】2 O％～l4 0％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率(期末值) l2 9％ l3 0％ l 2 8％ 】2．0％～l4 0‰ 

居 民储蓄存款增长率(期末值) 8 O％ 7 7％ 7 3％ 6．8％～7 8％ 

金融机构企业存款增长率(期末值) 】4】％ i3 7％ l3 5％ I 2 5％～i4 5％ 

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oo) 99 6 99 8 l0O 2 99 9～】oo 4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oo) 】0l 6 】0】7 】02 0 】0l 5～】O2 5 

I 2001年 三季度 GDP增 长 率将 开始 回升 

2001年 第一、二 季度 GDP增长率仍将 略有 下降，但 是从第三季度 开始，将逐步 回 

升，2001年全年 GDP增长速度将达到 7．8％～8．2％之间，第二产业增加值将增长 9．5％～ 

10．0％。加入景气指标的预测值重新构成的一致合成指数 CI在 2001年一、二季度将继续有 

所 下降，分别为 96．82和 96．67，从第三季度起开始回升，三、四季度分别 达到 98
．86和 

97．12 可见，本次回落的低点大大高于 1998年二季度的谷底。 

2 投 资增速略有提 高 

投资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但同时应注意到，当前的投资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而 

社会 投资增幅仍较低 ，这将是制约 2001年经济发展 的一个不稳定 因素。综合 以上 因素， 

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将达到 12．0％--1 5．0％ 

3．消费稳定增长 

近年来，由于社会保障、住房 医疗、教育、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居民对可支配收入的预 

期下降，边际消费倾 向降低，于是影响了消费支 出。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 的完 

善·以及居民对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适应，将改善收入预期，提高居 民边 际消费倾 向；同 

时，由于 2001年将提高公务员工资及增加农民收入各项措施 的落实，也有利于消费的进一 

步增 加，因此，2001年消费将继续稳定增长 2001年 社会 消费 品零 售额将增 长 9
．8％ -- 

10．2％·高于上年增长幅度。 

4 出口增 速 放缓 

亚洲金融 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带动世界经}卉复苏的主要力量，2000年下 



半年以来，美国经济软着陆后继续下精，同时股市下跌，导致美国消费需求的下降 受美国 

影响，日本经济也出现动荡 这些因素将影响到我国出口的增长，由于我国大量出口企业以 

加工业 为主，出口的降低还将导致进 口出现下降 我国很可能要在年底前后加入 WTO， 人 

世“对 2001年的进出 口难以做出贡献 因此，200i年进出口增速均将有所 回落，出口与进 

口增长率将大大低于上年，分别为 13 O％～i3．6％和 l6．0％～17．0％。 

5 物价缓 慢 回升 

随着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消费出现稳定增长，物价持续缓 

慢回升，我国已基本结束通货紧缩的局面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我国供给能力也有显著提 

高，因此仍存在着一定的供求缺口 这就决定了～个时期内物价不会出现明显上涨 2001 

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 比上年略有增加，预计在 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将增长 2％左右。 

6．货 币供培 增速 加快 

2001年继续执行稳健 的货币政策，全年狭义货币供给 M．将增加 15．0％～17．0％，金融 

机构存款总 额增 长 】2．0％～ 14．O％，贷 款总额 增长 】2 0％～ 14．O％，居 民储蓄存款 增 长 

6．8％～7．8％，金融机构企业存款增长 12．5％～l4．5％。 

三、政策建议 

】
． 继 续 实行 积极 的财政政 策 

为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应进一步扩大 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 

的力度也应加强。这些措施将对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重要作用。 当 

前，～方面仍有发债空阆，另一方面，为将来更好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机动灵活运用货币政 

策，也需要有 一定数量的国债作保证。 

2．完善社 会保 障 制度 、 改善 预期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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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居民对可 

支配收入的预期，捎除后顾之忧，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3．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当前，我国社会投资的投资意愿仍明显不足，今后宏观经济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进一 

步启动社会投资显 得至关重要。为形成社会投资持续增长的机制，必须改革现有的投资体 

制，开放投资领域，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优 化产 业结 构 提 高 中长期 竞争 力 

在施行积极 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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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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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 

保障农 民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 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提高农 

民收入，其中，要特别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建立优质高效农业．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另一 

方面迎接加入 WTO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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