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学者预测：GDP 增速将降至 8.59% 中国央行料放宽货币政策 

（2012-02-26） 

黄慧敏 

学者认为，要长期维持经济健康增长，深化体制改革至关重要。他们建议中国政府返还百姓 50%的

社会保障费，并以国企赚取的利润来填补，让更多资金流回国民口袋，既刺激内需也重新调节、分

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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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特派员 

  受欧美经济放缓影响，中新两国学者预测中国央行将于近期放宽货币政策、降息；而中国今年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缓，由去年的 9.2%降至 8.59%。 

  在严峻的外部大环境中，这一成绩依然亮眼，但要长期维持健康增长，学者认为深化体制改革

至关重要。他们建议政府返还百姓 50%社会保障费，并以国企赚的利润来填补，让更多资金流回国

民口袋，既刺激内需也重新调节、分配收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昨天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

分析——2012 春季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今年的经济前景都相当黯淡，欧元区估

计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有起色，美国经济则要两年缓慢复苏。 

  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因此料被拖慢，全年的进出口总额有可能下滑至个位数增长。特别是今年

上半年，中国首两个季度的 GDP 增长估计只达 8.42%和 8.35%。 

料连续两季度降息 

  报告因此预测，中国政府会于今年第二季度起相应调整货币政策。这包括连续两个季度降息，

每次降 25 个基点，使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现有的 6.56%降至 6.06%，以及加速提高广义货币供应

量（M2），由第一季的 14%逐步增至 18%，直至第四季回落至 16%。 

这些调整相信有助于中国 GDP 在下半年回升，使 2012 年全年得以“保八”（保住 8%的经济增长率），

并于明年上升至 9.03%。 

  报告也预测，今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将控制在 3.33%，明年则达 4.45%。人民币的增值步伐

估计也将放缓，人民币兑美元将于今年底上升至 1 美元兑 6.23 元人民币，明年底则再增值至 6.09。

目前的汇率为 6.29。 

  可是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乐观的同时，报告课题组成员之一、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

抗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改革则相当悲观。他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今秋换届之际，中国政府接下来两年，

将保守选择现有模式，即靠扩大地方政府投资换取经济增长。 



 

 

  但陈抗指出，经济活跃需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为了展现政绩、拼 GDP，中国地方政

府大量融资与投资实际上是“俘虏”了市场资金，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使中国经济呆滞、固化、缺乏

活力。 

返还社保推动消费 

  要扭转这一局面，报告就建议以操作性容易、覆盖面也较广的社保作为“突破口”。 

  根据市场资金的流量来看，中国百姓的收入比重已由 1992 年的 66.06%降至 2008 年的 57.23%。

但流入企业和政府的资金比重却于同期上涨，企业由 17.37%增至 25.26%，政府则由 16.57%涨至

17.52%。 

  陈抗认为，这显示中国政府调节收入与再分配力度的减弱、国企利润分配不合理，而像社保这

样“缴费大大超过福利”，也是使政府与居民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之一。 

   报告因此提议大幅削减社保费，而落实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这五项社保福利的

经费，则由垄断市场的国有企业丰厚的利润来填补。这既能避免国有 企业自我膨胀，把丰厚利润投

回房地产、借贷市场去，进一步使市场泡沫恶化，也有助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使 GDP 的增长动力逐

步转向内需。 

   不过对于这项提议，出席昨天发布会的部分专家也提出了异议。中国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

达就表示，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在社会福利上已加大注资，对教育、医疗 体系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不

少，所以报告仅根据 1992 年至 2008 年的数据作出政府与居民收入分配失衡的判断并不准确。 

此外，汪义达也指出，国企的盈利具周期性，在经济疲软时，国企的利润恐怕不足以填补推行社会

福利所需资金。 

  但报告课题组的另一成员、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解释说，

报告提议的只是一个暂时性措施，一旦经济结构获得调整就可取消，而且国企除了利润外也上缴租

金，这笔资金相对稳定，短期内应该能支撑起社保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