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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488593.htm 如何抑制投资过快

增长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

比超过30％，而此前五年，我国的年均投资增速高达26．67

％，即便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也达21．4％，比1985

～2005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多9个百分点。 较高的投资增速，

已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我国投资增长是依

靠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的模式。市场的推动主要从投资领域

的扩大、投资愿望的增强、具备风险损失承担能力的投资资

金(不包括国债资金)增长等方面表现出来；政府的推动主要

在国债投资和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风险损失承担能力的资金

增长方面表现出来。从资金比重看，政府推动的资金是投资

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无论是市场和政府，其投资机制

和行为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市场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等难

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

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

求的快速扩张。 政府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竞争性领域的

投资介入过多，对一般经济建设活动参与过多；财税体制的

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建设项目、参与地方

各类投资活动。市 场和政府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形成了不

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

，集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面表现出来。控制难度大，如任

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当前的投资增



长既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存在体制机制方

面的缺陷。因此，如何既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率，又防止由

体制机制问题导致的投资过热苗头，成为新时期宏观调控的

关键点。 从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GDP增长率保持在10

％左右，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大体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引

起突出矛盾。与此相联系，投资增长保持在25％左右，对于

支持这一经济增长率也是必要的。因而，如何努力将投资增

长稳定在25％的水平，应成为当前投资调控的重要目标。当

然，这一指标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因为从绝对数字看，这

一增长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已相

对饱和，而投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导致投资增

长进一步加快，并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这就会引起经

济增长的不稳定，就会导致资源环境方面问题的加剧。而如

果调控力度偏大，又会限制必要的投资增长，也会影响到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热情较高，与“十一五”规划联系的

新开工项目较多，较集中。同时货币供给增长偏快，货币流

动性提高的较快。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可能推动投资的过

热苗头。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情

况、新问题做出了专门部署，特别提出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的势头，继续严把土地、信贷闸门，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

要求和措施。这些情况表明，保持投资在较高水平上适度增

长，支持新一轮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势头，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还很多。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对新时期投资

增长及其调控特点的认识。 所以，对投资增长一方面需要关

注短期内拉动其加快的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稳



定其增长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体制机制的建设，注重从根

本上消除投资过快增长的根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