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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新加坡 8 月 21 日讯(记者陶杰)   由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厦门大学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2011 年

秋季预 测发布会”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上午在狮城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陈永财

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厦门 大学校长助理韩景义教授，以及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辑陈宝玖等专家学者与会并讲话。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陈抗教授、厦大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教授就 2010-2011 年中国宏观

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模拟进行了演讲。  

 

    《中 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认为，2011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下保持

了较快增长，其中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较为显著。在食品价格上涨的 推动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

剧。以数量控制为主、旨在吸收流动性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主导的在基础设施等领

域的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由升转 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PPI 上涨的压力。然后，通货膨胀对

居民实际收入的侵蚀以及城乡差距削弱了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导致上半年中国经济

增 长方式依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  

 

    2011 年下半年，尽管国内外经济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基于谨慎的乐观判断，《报告》假

设 美国经济能在 2011 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 2012 年开始常态增长；同时，2011 年欧元区能够避免

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但在 2012 年因危机深化而导致 经济小幅回落；另外，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以

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2011 年维持利率稳定，并保持货币增速 16%、2012 年 17%的常态水平。《报

告》预 测，由于外部经济复苏缓慢，在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向常态回归后，GDP 的增长将转入高位稳

中趋降的态势，价格水平也将缓慢下降。2011 年 GDP 将增长 9.28%，但 CPI依然可高达 5.34%；

2012 年 GDP 增速可能减缓至 8.91%，CPI也将缓慢回落至 4.93%，但依然高于 4%的政策目标。中 

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尽管进出口增速持续下降，但贸易顺差还将持续，外

汇储备仍将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 《报告》模拟了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其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即假设

美国经济 2012 年全年 GDP 增长率为零，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同时受此 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在 2012 年也进一步下滑至 1.1%。为应对美国经济二次衰退所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假定中国央行

在 2012 年第一季度减息 0.25 个百分点，并使货币增速在 2012 年全年保持在 18%的水平。模拟结果

显示，与基准预测相比，2012 年 GDP 增长率预计将减少 0.67 个百分 点，达到 8.24%；CPI 可降至

3.95%，低于 4%的政策目标。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对中国进出口的冲击最大，并将导致净出口的负增

长。但是，由于美国经 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

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  

 

    基于上述研究，《报告》认为， 在外部市场复苏乏力、国内宏观调控恢复常态后，GDP 增长的减

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 GDP 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 8%至 9%

的区间内。同时，给定生成通胀原因的复杂性，稳定物价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努力。今明两年 CPI

可能还将维持在 4%至 5.4%的较高区间内。对通胀的潜 在威胁切不可掉以轻心。《报告》认为，从

政策的角度看，一是不应该为勉强保持过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断刺激投资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

衡；二是不能放松对通 货膨胀的管理；三是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

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报 告》指出，较长时期积累形成的国民经济严重结构失衡(即“两高一低”)，已经使中国经济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不得不通过超常规的投资增长来力保 经济增长。通过国有企业及地方政

府的投资扩张来弥补民间投资及社会总需求的下降，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既有的结构失衡，而且还形

成了新一轮的不良债务。“十二 五”以至今后继续依靠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维持 2003 年至 2008 年那

样高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旧的政策模式不可复制。《报告》认为，中国需要正视目 前由于国

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致中速增长的阶段。在

通胀压力减缓以后，应该顺应这一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 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

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为此《报告》建议，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在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同时，促进宏观调控手段

从数量工具为主逐步转向价格工具为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通

过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调整，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 财政政策方面，《报告》建议着力调整税制结构，优化税制设计，改善税收分享体制；调整转

移支付的结构，逐步减少逐项申请制的专项转移支付，扩大制度性的一 般性转移支付，促进中央、

省、市、县各级政府财力资源与事权的对等；推进制度创新与改革，提高公民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

的监督与约束能力，使财政进一步从计 划经济的生产建设财政转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扩

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真正民生领域的支出比例，切实保障经济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到位。进一步提高城

乡公共 服务的提供水平与标准。  

 

    《报告》认为中国应该正视出口增速下滑的趋势，一方面要因势利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

部分落后的生 产力，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层次和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

槛，加快改革，破除国企垄断，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出台 保障就业的相关措

施，以确保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得到再就业机会。  

 

    《报告》建议中国政府要控制好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积极应对

进出口增速回落中的外汇储备持续扩大问题，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拓展对外投资空间，

逐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投资大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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