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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4/2021_2022_09_E7_94_B3

_E8_AE_BA_E7_83_c26_514396.htm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面

临严峻形势，通胀压力增大、出口增长趋缓、股市楼市表现

低迷、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等等。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宏观

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

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把握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的调整，切实做好经济工作的“一保一控

”，必须要处理好六大经济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之间的关系 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有三种态势

：第一种态势，“高增长、低通胀”。2003年至2006年，中

国经济的增长率分别达到10%、10.1%、10.4%、11.1%，经济

增长率较高，且没有出现大起大落。2003年至2006年的CPI指

数是1.2%、3.9%、1.8%、1.5%，CPI指数较低，运行状况良好

。第二种态势，“高增长、中通胀”。2007年情况有所变化

，经济的增长率11.9%，CPI指数4.8%，CPI指数接近国际

上5%的警戒线水平。第三种态势，“高增长、高通胀”。今

年上半年，经济增幅10.4%，仍属于高增长，增速略有回落，

而通货膨胀的问题突出了，CPI达到7.9%。 做好下半年经济

工作，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

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由

“两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影响我国今年上半年CPI的态

势的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农产品价格的拉动

。2007年整个价格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达到12.3%，



食品的拉动因素占85%。今年的1月至4月，食品的拉动因素

为84%。上半年估计在80%左右。有两个主要原因造成食品价

格的大幅上涨：第一个原因，在1997年至2006年这10年间，农

产品价格本身上涨幅度很小。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

格上涨很快。因此，这种价格扭曲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就

会爆发。第二个深层的原因，中国在过去这10年当中两个大

浪潮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迅猛兴起，农产品供求形势发生新

的变化。在这两股潮流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内在的因素

。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传导。石油、铁矿石等工业原料价格的

传导，对我国也形成了一定的通胀压力。比如石油，我国一

年需要石油3.4亿吨，进口1.63亿吨，进口依存度47%。2007年

年初原油价格是60多美元，现在已经达到120多美元。 第三个

因素是成本推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去年的工资水平

涨了18.7%，今年上半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也增加了中小

企业的工资成本。 二、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增长和通胀的关系

属于当前问题，然而，我们要有更为长期的思考和视野。就

长期而言，除了体制以外，还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结

构问题。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例大体上是1∶5∶4，

第三产业与世界平均权重65%左右相差20多个百分点。因此，

从长远来说，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是发展第三产业。二是

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当前能源、资源供求紧张在很大程度上

由发展方式粗放、经济增长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状况没有

根本改变造成的，不合理的需求使本已偏紧的能源和资源矛

盾更加突出。三是中国和世界技术创新问题。技术革命与世

界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现在全球经济放缓表面上看是美国次

贷危机、油价上涨等因素造成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信息技术



革命的红利回报步入递减周期。一旦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就

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要跳出经济看技术革命”。 

三、总量和结构的关系 我国经济可能出现周期性调整和经济

结构性调整两个因素“叠加”的现象，使得宏观调控难度加

大。当前应该在总量上稳住需求下降的态势，在关注总量的

同时还要特别关注结构问题。当前结构问题的突出表现就是

煤、油、电、运紧张。工业结构本身也需要调整，尤其是高

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

“两高一资”产业。今年上半年外贸出口回落，与国家控制

“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有关。因为生产这些产品既耗费资

源，又污染环境。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加大体制

改革力度。 四、内需和外需的关系 出口这驾“马车”虽然拉

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的角度，也存在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保证中国经济

平稳快速的发展，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增加内需，即扩大国

内投资和消费，主要是刺激国内消费。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增长21.4%，扣除7.9%的通胀，是13.5%，与往年

的13%至14%相比是稳定的，没有突破性变化。我国消费迟迟

调动不起来，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们消费预期不足，消费时慎之又慎。另外，也与人们的

收入水平有关，所以还应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五、局部和全

局的关系 全局要考虑，要重视，同时也要研究局部的问题。

当前，问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以及纺织等

行业。2007年粤、鲁、苏、浙、沪五个省市的GDP分别为

：30673亿元、25887亿元、25560亿元、18634亿元、12001亿元

，五省市总和超过11万亿元，约占2007年全国GDP24万9千亿



的45%。由于工资上涨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这几个地方的中

小企业竞争压力加剧，有些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要撤离

，有些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也存在开

放度不够和产业层次低的问题。可以说，东部有“近忧”，

中西部要有“远虑”。 六、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有一些深层的

体制问题在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被掩盖下来了，随着经济

的回落，许多体制性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促进宏

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企业改

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四个

方面。 企业改革已经30年了，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的中心环

节。从过去30年来看，主要是在竞争性行业推进的（当然还

没有完全到位）。下一步重点应是“两线作战”，一方面继

续完成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比如饮食行业。另

一方面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未来中国要新开辟一条线就是

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它比较复杂，涉及十几个行业：电力、

电信、民航、铁路、邮政（自然垄断性）、烟草、食盐（专

营专卖性）、供气、供水、供热、交通、垃圾处理（公用性

）、石油天然气（战略性）等。这些行业可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真正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如铁路网、航空网、电网、热

力网、水网、电话网。这些网政府要控制住，将来可以进行

特许经营权竞争。另一类，也就是这些网以外的虽然是垄断

性行业，但业务是非自然垄断业务。比如发电、手机增值业

务、邮政快递业务、热电、火车运输业务、航空公司的客货

业务。这类行业要放开，引入竞争。“银、证、保”三线齐

发，推动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财政改革的方向是公共财政，

即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搞财政改革。比如，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可以归入基本公共服

务。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服务型政府。"#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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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