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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控物价压倒一切决策层7月密集会海 八大智囊出谋划策

“政策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保增长是解决一切经济矛盾和困

难的基础。”7月30日，连续参加了国务院专家座谈会和中共

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李稻葵对《华夏时报》表示：“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增长放

在第一位，在增长的基础上控通胀，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

。”此前的7月8日至11日，国务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三次经

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

议。 在广泛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之后，7月15日和16日，国务院

连续两个半天举行常务会议，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

经济工作。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

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胡锦涛主持并发表讲话。 7月25日，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为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定下最后基调，宏

观政策大转向已成定局。 决策层“7月会海”7月上中旬密集

调研，中下旬密集开会。 在奥运召开之前的最后一个月，最

高决策层的工作状态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宏观调控成了与奥

运会并重的工作内容。 7月上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

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王岐山兵分四路，到

沿海发达省份进行经济调研，调研主体无一例外是企业生存

状况（参见本报7月12日报道《中央高层经济考察路线图》）

。 7月20日，在青岛考察奥运工作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又来到



海尔集团和金王集团，了解企业经营和出口状况；7月19日

、20日，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进行了专门调研，其间走访了康

佳、深圳研祥、东莞华宝鞋业等9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还和部

分企业家进行了座谈。 密集式的调研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

马不停蹄地开会。 7月8日至11日，国务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

三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温家宝主持会议，副总理李克强、回良玉、张德

江、王岐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悉数出席。 7月8

日召开的是地方负责人座谈会。据新华社报道，参会的广东

、安徽、陕西、辽宁、山东、湖北、广西等7省区负责人在会

上反映，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煤电油等基础原材料产

品供应紧张，出口面临不少困难。并且提出了继续加强和改

善宏观调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稳定增加就业，运用财政

政策鼓励自主创新，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基本稳定等建议。 7

月10日，国务院又邀请8位经济学家就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座谈

。《华夏时报》获悉，与会的8位专家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

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李稻葵。 “会上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共识是一

致的，就是保增长是解决经济中出现的一切矛盾和困难的基

础，包括体制改革。”参加座谈会的李稻葵对《华夏时报》

表示，“大家对保增长和控通胀没有意见。”7月11日，国务

院第三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专门听取有关金融和房地产形势



的政策建议。与会专家包括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

所所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等。 据了解，座谈会并没有强调继

续从紧，一些专家建议货币政策应当适度放松和微调。至于

另一个敏感问题楼市问题，一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的专家不

愿多谈，但该专家对《华夏时报》表示：“现在中央有关政

策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要稳定房地产市场。”“保增长、

控物价”压倒一切在作出最终决策之前，决策层的态度显然

是谨慎而复杂的。 7月15日和16日，国务院连续两个半天举行

常务会议，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提

出了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 在这次会

上，温家宝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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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抑制通货膨

胀放在突出的位置。这显示出，国务院对于下半年的宏观调

控已经有了基调。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

座谈会，就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和

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八大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全国工

商联主席黄孟复、无党派人士胡四一分别就经济形势提出了

各自的建议。 “黄孟复主席在这次会上就中小企业遇到的困

难提出了相关建议。”7月30日，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

杰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作为民营企业的“娘家”

和联系最密切的机构，在此之前，工商联曾多次去江苏、浙

江等地区调研，早在5月份就对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向

相关部门反映过，此后，又多次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中小

企业的困难。 “这些困难主要包括资金紧张、能源原材料价

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降低，在沿



海被形容成中小企业头上的‘四把刀’。”陈永杰说，“最

突出的是资金紧张，因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

国家宏观调控收紧银根以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更加突出。

据我们调查，中小企业在银行的实际融资成本比过去增

长50%左右，而从民间渠道融资成本还远高于此。”在听取

了这些意见后，胡锦涛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六点要

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和“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胡锦涛还特别提出，“保持

对外贸易平稳增长”、“支持中小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

引导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预

期”。 温家宝在通报时同样强调了保增长和控物价的重要性

，同时还强调，要把握好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

。 “保增长、控物价”的宏观调控基调其实已经在这次会上

定了。4天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明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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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宏观调控政

策的调整很认真，前期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反复调研、开会

，直到政治局会议才最终形成决议。几上几下，可见经济形

势比较严峻，高层的认识也比较清楚。”法国巴黎证券（亚

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接受《华夏

时报》采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国务院近期的会

议都没有强调继续从紧，央行不久前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

也不再提从紧，有专家表示，这显示中央传递出积极信号。 

“因为通胀是成本推动型的、输入性的，传统的货币政策不

能解决问题。”陈兴动认为，央行的贷款政策可能会有所松

动。汇率政策虽然没说，但这几天汇率波动已经小得多，甚



至开始贬值，人民币很可能以后就保持现在的水平，不再大

幅升值。 不过，参加了国务院座谈会的巴曙松7月31日撰文表

示，无论是否提货币政策从紧，控制通胀的现实要求不可能

使货币政策具备短期放松的条件，当前更多需要的是针对不

同地区的状况进行结构性的微调。 不管如何，“保增长、控

物价”已经被明确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清华大学李稻葵

认为：“这说明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必须要保证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这是解决经济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包括通胀问题的基

础。经济不发展、供给上不去，物价问题就很难解决。经济

发展，有了财力保证，才能补贴受到物价上升影响、经济困

难的人。”“现在上下思想比较统一，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

，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创造众多就业机会的企业一定要给予政

策支持，包括税收和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机构要专门对中

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可能在信贷总量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适

度放宽。”李稻葵说。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陈永杰

也表示，各方人士目前已经形成空前共识，包括央行、银监

会、发改委都已经表示要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可

能会采取增加中小企业信贷、银根适当松动等措施。 值得注

意的是，在传统制造业遭遇普遍困局的时候，高层领导对创

新型的科技企业寄予了更高期望，7月19日至20日，温家宝在

广东调研期间也专门走访了深圳研祥、好易通等几家科技型

企业。 深圳研祥科技集团虽然成立至今不过15年，但眼下已

是中国最大的特种计算机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

合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温总理在视察研祥时提出‘科技

领域内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专利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希望你们自主创新做到全球第一，要在全球行业内争取第一



’。”研祥科技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对《华夏时报》表示，这

不仅是高层对研祥的嘱托，同时也是对所有高科技企业尤其

是民营企业寄予的厚望。 或许，通过这次调整，促使“中国

制造”尽快转向“中国创造”，是决策层更希望看到的结果

。 宏观新政不断出台在宏观调控定调之后，拯救“中国制造

”的政策已加速出台。 7月28日至29日，国家发改委召集31个

省市区的地方发改委负责人开会，发改委主任张平就当前经

济形势和下一步宏观调控措施进行了主旨发言，并强调政府

投资今后将向三农、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社会

事业这五方面倾斜。 7月28日，国家工商总局出台《关于促进

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一般性服务业企业降低注册资

本，最低限额降到3万元人民币，此举大大降低了服务业企业

的准入门槛。 7月31日，财政部、国税总局联合发文，从8月1

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这

将使倚重出口的行业利润总额增加170多亿元人民币，诸多游

离在破产边缘的纺织企业获重生希望。 《华夏时报》还获悉

，继国务院和各部委相继到温州调研之后，7月28日，由财政

部企业司司长刘丽娜和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牵头

的调查组再赴温州，并召开由温州、台州各经贸、金融主管

部门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我感觉此次调研比前期商

务部、国税总局、工商联等调研的信号更加强烈，更有针对

性，更倾向于如何制定政策。”7月29日，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的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华夏时报》表

示。在此之前，周德文几乎全程参加了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

委来温州召开的调研座谈会。 “他们比企业还了解企业的困

难。两位司长都明确表态，中央对中小企业的困难不会坐视



不管，会相继出台扶持政策。”周德文说，“更明确地讲，

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税收，国家会在这两方面对中小企业倾

斜。”显然，这次调研只是更多利好政策出台前的一个注脚

。在此指向下，服务业企业门槛降低、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提

高只是系列政策的前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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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