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11 年秋季报告： 人民币兑美元今年升幅将达 5%  

(2011-08-22)  

吴丽英 

  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联合进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2011 年秋季报告》预测，今年人民币兑美元全年升值幅度 5%，达到 6.3 元对 1 美元水平。明年的升

值幅度则为 4%左右，年底达到 6.3 美元价位。 

  不过，假设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必然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地位，提高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

民币将因此急剧升值，2012 年底可达 5.9 元的价位。 

  报告称，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导致国际资金的流入，并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外汇储备。 

  同时，中国的进出口受到的冲击最大，甚至会导致出口出现负增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和政策模拟结果自 2006 年 7 月以来每年分春

秋两季发布。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课程主任陈抗教授和厦门大 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

教授在前日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论坛上发布了今年的秋季报告。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

主席陈企业教授主持。 

  报告预测，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9.28%，比 2011 年下降 1.11 个百分点。2012 年

受累欧元区经济的减速，GDP 增长率预计是 8.91%。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方面，预计今年全年上涨 5.34%，同比上涨 2.01 个百分点；2012

年回落到 4.93%水平，依然高于 4%的政策目标。当局对通胀的管理不能放松，因为 CPI越高，普通

老百姓受到的影响越大。 

  报告也指出，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较小。但若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明年中国

GDP 增幅将因此放缓至 8.2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为 3.95%，低于 4%的政策目标。 

  报告认为，中国贸易受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冲击最大，明年进出口增速分别比基准预测下降 4.3

和 7.9 个百分点。为应付因此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中国再次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很

小，但是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再次放松。 

 

 

 



 

 

 

 

 

10%以上经济增长 

要保持有难度 

  另一方面，报告指出，中国正进入一个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今后一

段时间，中国经济保持 10%以上增长速度的奇迹将很难重现。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寻找新增长点刻不容缓。在通胀压力减缓后，要力推体制改变，进

行经济结构调整。 

   报告认为，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应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优化信

贷结构；财政政策方面，要扩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真正民生领域的支出 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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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生产建设财政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任陈光炎教授还建议，通过民意调查，将地方政府的党及市领导的政绩与

民意满意度挂钩。他说，如此一来，便可将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引导到有利民生的投资方面。 

  报告也建议，在外部市场空间缩小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要创造国内更大的市场；通过体制改革，

破除国企垄断，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大的市场空间。同时，有必要实施保障就业的相关措施，从而确

保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再就业。 

  再来就是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因为目前中国加工贸易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人民币升值速度较目前快一倍或两倍，也无助于改善中国目前的对外经济结构。 

  李文溥说：“所以说，（美国）拜登副总统最近到中国来，希望中国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我认为

拜登先生要回去好好做一番研究。” 

  他说，中国人民币没有升值的问题，因为政策模拟显示，要一年提高人民币汇率 15%，才可能

适当的降低中国的出口，“这对中国来说，我想没有一个理智的政府首脑，是可以接受这种方案的”。 

  他说，人民币升值趋势要适中，同时中国要从过去的鼓励贸易，转为鼓励中国企业向外投资，

来改善目前的贸易盈余和外汇管理问题。 

   中国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在论坛上发言时也说，过

去 10 年，中国经济是增长快，通胀也快，“在比较长的时期里是需 求偏快，经济过快的状况”。导致

这种增长方式发生的根源是中国的体制，并受到政策的推动。而且，至今尚未看到中国经济向良性

循环、转变的态势。 

    

 



 

 

 

    

    他说，30 年来，尽管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至今仍保留很浓厚的传统计划经济

的色彩，并因此发生很大的扭曲——国企的全面扩张、政府对资源 拥有行政权，又有资本权，这正

是目前中国经济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也使得中国出现多种“大跃进”，例如地铁大跃进、填海大跃进、

保障房大跃进、高铁大跃进等 现象，所以，地方政府有很多钱要花，“尽管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快，

但却没有一个地方不感到缺钱”。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根本性的办法，根据情况去做”，来“改变现在这种政策体制扭曲的状

况”，否则调整和再平衡是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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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2011 2012 

国内生产总值 9.28％ 8.91％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5.34％ 4.93％ 

出口 27.3％ 24.93％ 

进口 27.25％ 25.18％ 

外汇储备 26.94％ 21.33％ 

资料来源：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