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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8_B4_A2_E7_c43_521753.htm 下半年经济大势何

去何从？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难点是什么？能否在保增长与

治通胀之间找好平衡？怎么看外部风险与内部压力？请看本

报记者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的独家专访 ■

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当属最好。下半年经济将

延续出口减、消费平、投资略降的增长格局 记者：日前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济依然向好，但国内外对此也有一些

争议，您个人如何看待下半年及全年经济走势？ 刘鹤：今年

经济形势最复杂、挑战性最强，世界经济变化较大，很多情

况出乎意料。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4%，从经济增长潜力看

，这个速度并不低，与国家宏观调控预期目标也是吻合的。

从需求结构看，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增长相对均

衡，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往年。我特别强调，

要从全球视野认识中国经济。目前全球经济正经历“滞胀”

，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下滑、通胀率上升，53个发展中国

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一些国家甚至发生社会动乱。横向比

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当属最好。历史地看，经济运行本身

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

，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 考虑全球因素，下半年经济

将延续上半年增长格局，即出口减速、消费持平、投资略降

，总的增速会比去年低一些，各方预测全年增长在9.5%10.4%

之间。 ■宏调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应“创造环境，稳定预

期，静观其变”，并在信贷、退税、价格等方面适时微调 记



者：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必须稳定

政策”、“必须适时微调”，对此您是怎么认识的？ 刘鹤：

“稳定政策”，我个人理解是三方面：其一，就中国经济现

实表现看，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没必要再加大调

控力度，而应保持各项宏观政策的稳定，从而创造一个良好

、透明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按照市场信号主动调整；其二，

稳定预期，使全社会预见到环境的特点，使微观主体从容起

来，确保“平稳较快”的大势；其三，外部变化如此之大，

水到底有多深？需要冷静观察。美、欧、日面临经济困局，

发展中国家都急于找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要审慎应对

，而不是轻易出手。概括讲，即创造环境、稳定预期、静观

其变。 关于“适时微调”，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不同利益

主体感受各异，特定的地区、 产业、企业和群体面临不同压

力，特别是中小企业遇到挑战。应当区别对待，有保有压。

微调什么？一是注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信贷政

策引导，使资金流向有竞争力、充分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

二是对经营困难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应适当调整，

保持外贸平稳增长；三是适时理顺价格，要根据实际情况择

机微调，改变价格扭曲现象，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保证市

场平稳运行。 ■不能单纯为了治通胀而弃增长，也不能只要

增长而忽视治通胀。在稳定政策前提下，推进关键环节的改

革，把微观基础打牢，使宏观政策更有效 记者：中央提出下

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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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二者之间找好平衡？下一步

宏调的着力点应放在哪儿？ 刘鹤：又好又快发展，不能单纯

地为了治通胀而弃增长，也不能只要增长而忽视治理通胀。



汇率、利率、价格是快变量，劳动力素质变化是慢变量，快

和慢变量之间的均衡有一个过程。从这个事实出发，下半年

宏观调控重在“控总量、调结构、稳物价、促平衡”，着力

点是在稳定宏观政策前提下，推动关键环节的改革，使微观

基础更扎实。一是要深化金融改革。信贷政策收紧，被紧掉

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这反映了国内金融体制相对僵化、融资

结构不合理，要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大企业直接融资多

，可为中小企业腾出更多资金空间；二是审慎推进价格改革

，宏观矛盾往往源于微观机制改革不到位，这使宏观政策传

导不下去，最主要的是价格扭曲。人们说“不存在增长的极

限，只存在扭曲的极限”，价格信号扭曲就很难实现又好又

快。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年，应推出改革新举措，把微观基

础打牢，使宏观政策更有效。 ■我们正经历全球成本推进型

通胀。物价上升不可怕，但不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全年

物价总水平得到控制并不断收敛完全可能 记者：您觉得“有

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标能否在年内实现？ 刘鹤：首先

要对本轮通胀准确定性，我们正经历全球成本推进型通胀。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关键看哪个

币种。本轮通胀是世界结算货币大幅贬值，造成了初级产品

价格大涨，使各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抑制这轮通胀要靠

全球共同努力，我们要做好自己能办到的事。能做什么事？

就是“稳定政策，保障供给，补贴穷人，微调价格”，这对

治理通胀至关重要。我们还要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引导，物价

上升不可怕，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调整势在必行，但不

要形成轮番涨价的预期。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标能够

实现。随着全球经济放缓，油价上升过快之势已现拐点，输



入型通胀压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国内供给保障程度

相当高，农产品（000061，股吧）尤其是粮食今年有望大丰

收，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下半年物价翘尾因素明显减

弱，全年物价总水平得到控制并不断收敛是完全可能的。 ■

外部风险启动了许多内部问题。“内压”是大势所趋，阵痛

决不仅在今年，要主动调整，转“危”为“机” 记者：您去

年底曾预言，“2008年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

，半年多来，地方和企业却普遍反映“内压大于外压”，可

否谈谈您的看法？ 刘鹤：内外因素相互关联，有些企业面临

的困难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

调整压力叠加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美国

经济还是“牵一发动全身”，外部风险出现后，对于高度依

赖外部经济的中国是一个新的边际增量。劳动力成本上升、

环保社保等支出增加、人民币升值，使企业首先感觉到“内

压”，但客观地讲，外部风险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启动

许多内部问题的扳机。我们已从国别经济走入全球经济，企

业家更要开拓眼界，时刻盯住外部经济的变化。 长远看，“

内压”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无法抗拒。以往的粗放增长

格局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坦率地讲，内压带

来的阵痛决不仅在今年，我们应直面现实，不等不靠，主动

调整，全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学会转“危”为“机”。不少

企业家认为眼下商机千载难逢，矛盾越多、挑战越大，机会

也越多。今年，沿海大量投资向中西部转移，两个“三角洲

”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重要产业生产集中度提高，富有远见

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正在结构调整中加油使劲，这种变化值

得高兴。 ■下半年调控难点是处理好两大关系。只要挺过去



，中国经济就会跨越到新的高点 记者：下半年到今后一段时

间，宏观调控面对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刘鹤：一是在快速变

化的全球背景下，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保持政策连续性

、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预见性的关系；二是在推

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针对地

推动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促稳定，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和力度

。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阶段，外部不确定性

增加，对我国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下半年到明年上半

年可能是全球经济最难的时期，但一切都会好起来。要有长

远眼光，树立信心，抓住机遇，在调整中加快发展。中国经

济历次调整的经验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我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只要挺过去，中国经济就会

跨越到新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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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