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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抗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是新加坡著名的经济专
家。他曾与厦门大学合作，从2006年起，连续6年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且预测结果基本准
确。近日，就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一系列关于调整经济结构问题，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新一届中央政府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

陈抗：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拉动GDP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且主要是靠地方政府上
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近年来过度的投资实际上存在
很多弊病和问题，如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等等，而且对水和土地等都造成了大量
的负面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新一届政府之所以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
经济结构，是因为这种观念目前已经形成了共识，而且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其实，中国谈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年了，从“十一五”规划就开始讲要调整结构，
但是一直没大的动作，进展非常缓慢。1997年至2002年，中国有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增长确实
是因为需求而增长，所以当时的增长率比较真实。李克强总理强调要高质量的增长，这一点
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经济发展不能只看数字。一味地追求数据的增长，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
的。

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使地方经济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减速。但
是，这种经济增速的放缓，与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由于出口衰退带来的问题不一

样。如果说那时的经济减速是被动的，那么此次减速应该说是主动所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明
确提出改变政绩观，不再以GDP论英雄。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又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
稳定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保增长、稳增长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央政府不能容忍
GDP增长的速度下降太快。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需要作出怎样的改变？

陈抗：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肯定要经过一个阵痛的过程，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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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重在转变政府职能

——访新加坡著名经济专家陈抗教授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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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抗：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肯定要经过一个阵痛的过程，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
低速增长期。但是现在处在调整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一出现阵痛就马上往回调整，有可能造
成思想上的混乱，容易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国人十分推崇的“保八”概念，实际上没有什么意
义，如果说以前“保八”，是为了就业的问题，但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GDP的增
长跟就业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弱。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过来。把GDP当作政府的首要任务肯
定是不对的，政府的职能必须由“GDP主义”转到促进内需增长和消费上来，同时进一步压缩
投资，尤其是压缩那些浪费大、高折旧的投资。简单地说，就是要多消费，少投资。关于减
少投资的问题，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搞“GDP主义”，也不再以GDP论英雄，所以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方面的压力已经减轻了。另外，关于资金来源问题，中央通过对银行
以及各种融资平台和“管道业务”的控制，减少了地方政府手上的资金，同时也管住了投资冲
动。

另外，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财政收入大部分让中央拿走了（55%），留给地方
政府的钱解不了地方政府的“渴”，地方政府总是处于缺钱状态。而且中央政府每次出台一个
项目，总让地方政府自己配套一块。地方政府只能各显神通，四处找钱来配套。结果中央认
为地方还是有钱，否则哪儿来的钱配套。客观地说，有的地方政府是有钱，但大部分地方政
府还是处于缺钱的状态，因为要管的事情太多，花的钱自然就多。没有办法，地方政府只能
层层往下压。所以说政府的职能一定要作出转变，“无限政府”永远会缺钱。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扩大消费的问题，经济学里有一句话叫做“供给创造需求”。
但是中国有人认为，现在的家庭一般该有的都有了，你让他消费什么。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
道理，其实是不对的。中国的消费里面服务性的消费缺失了很大的一块，一般来说这种消费
常常是由那些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来做，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发展，与那些容易拿到
钱的大企业相比又缺少竞争力，所以没有办法生存。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资金市场必须
作出相应的改变，要允许小型银行和小型服务业的发展，给他们生存的空间。因为只有小型
银行才愿意做小型贷款，而大银行有时候是不屑于做小额贷款的。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亟需解决的3个问题，一个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一个是资金市场的发
展和扩大内需；再一个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理顺。这3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把增长方式
转变过来，才能把投资比重压下去，才能把消费的比重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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