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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

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

考时限：建议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

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请在指定

的位置作答，在草稿纸上或其他地方作答一律无效。 二、给

定资料 1.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刺

激方案。各地方政府摩拳擦掌，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

合计投资18万亿人民币。 这当然很好。但中央政府应充分发

挥其宏观调控能力，及时介入并积极主导区域的分工协调，

努力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比如：一个城市要进行比较

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考虑与其周边地区协调合作，谋求

优势互补，避免各自为政，不计成本和效益，另铺摊子。否

则，不仅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带来负面效应。 再

如，在中国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走进医院，处处可见人

满为患的场景：医院既缺疯房、病床，又缺医生、护士，乡

镇医院连一般的疾病都无法检查，村民必须辗转到县城去看

病。稍微复杂一点的病情，县级医院又无法应对，必须转到

省市医院。如果每个村子都建设小型医疗所，治疗一些感冒

发烧的常见症状.每个乡镇能建设中等医院，中小城市按人口

比例建设相应规模的医院，群众就不必劳顿奔波到大城市看

病。如果国家将医疗领域作为重点投资对象，废除投资壁垒

，将会对内需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这不仅可以激活对建筑



材料、医疗器材的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大大

缓解医患之问的矛盾。 扩大内需不应是轰轰烈烈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实

实在在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扩大内需不是花钱比赛。不

应再重复过去大量浪费的惨痛教训。扩大内需应尊重市场机

制，瞄准国内消费，同时全程接受人民和媒体的监督质询。

2.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负面效应还在扩散，在出口市场开始“

过冬”的情况下，国内消费成为我国保证经济增速的“发动

机”。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贸易

顺差吸收了大量外汇。央行官方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央行

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效地推动就业，

促进和支持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

更多地转到扩大内需上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看来当前

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增长，使

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源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在目前的情况看来，中国没有太多选择，整个的全球经济

现在看来都成了问题，这个时候还仍然靠出口为主的，或者

说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冲击，所以现在得赶紧

采取一些措施，使我们内需增加，用以补偿外需减少造成的

影响。这是我们改变发展模式一个催化剂。也是一个非常好

的契机，如果做的好的话，很可能从此以后，能够把中国经

济从外向型为主变成以内向型为主，那么这样的话呢，从而

打破原来的那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启动内需不是刺激投资，

而是刺激消费，要老百姓花钱，首先老百姓得有钱，这几年

为什么消费不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的收入在国民



收入的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这实际上是一个制

度性的问题老百姓有了钱为什么存在银行而不愿意去花呢?因

为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的养老、医疗、孩子的就医就

学，都必须通过一些制度性的改革来树立起他们的信心。 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我们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

比重近年来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只有35%，而居民消费在

其他国家都在70%以上，我们的居民消费太弱了，所以不能

再刺激投资了。我们过去每年的投资率增长20%，已经形成

了很多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产能过去主要是依靠海外市场

来消化，现在海外市场的需求没有了，这些过剩产品怎么办?

所以你再刺激投资，这条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如果刺激消费

的话，就要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医疗的改革要赶快推进

，养老保险、教育支出都是老百姓储蓄的主要用途，在这些

方面的改革要尽快进行。 3.中国人历来视勤俭节约为美德，

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件坏事?美德反倒变成了不利于整体社会发

展的负面精神遗产?显然，这里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世界上

绝大多数人都向往比现在更加富足的物质生活，除了少数将

物质享受与精神修养对立起来的苦行者之外。因此，人的消

费欲望是天然地无休止和得陇望蜀的，但他的现实购买力约

束了这种无限的消费欲。消费的意愿与购买力的重合部分，

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需求”。发展经济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

人民不断增长和升级的消费水平，只要这些消费是合法的、

健康的，其本质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我想这是绝大

多数人都同意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然，经济学还告诉我们

，不同人有不同的消费偏好，不同消费之间存在或强或弱的

替代性，同一种消费还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 全球金



融危机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内需求

的重要性，因为建立一个主要立足于国内消费市场的经济体

系，一方面符合以人为本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施政理念，另一

方面也能够有效地抵御和缓解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可能

冲击。因此，“拉动内需”一时问变成了媒体使用最频繁的

一个词汇。 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拉动内需?我在上面说到的不

对劲的地方就出现在这里。 既然是一种“需求”，那么所谓

内需，必然是指国内市场上既有意愿又有购买力的那部分消

费要求。近来媒体上关于“国富民穷”和“提高人民收入”

的分析讨论很多，本文不再重复，我更想从另一方面探讨所

谓“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 其实人人都明白，收入的普遍

增长是一项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急剧

恶化的当下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购买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消费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下降

，购买力也会提高。我想这就是各地打折促销之所以能够成

立的基础过去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老百姓

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而是它们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太

高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房价了。 不过，我最想重点

讨论的问题还不在鼓励普通商品和服务降价这方面。在我看

来，那些将拉动内需等同于“鼓励老百姓消费”的宣传员们

混淆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关系假如“内需”，是将老百姓钱包

中的钱吸引出来就能够“拉动”的话，通货膨胀就是最立竿

见影的办法。“拉动内需”的核心是使中国目前日益明显的

出口导向的“生产型经济”转型为国内市场导向的“消费型

经济”.而所谓“鼓励消费”，重点也不在于鼓励老百姓把存

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花掉，而在于鼓励形成一个有利于不断



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和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的经济体系。因此，

拉动内需和鼓励消费的枢纽在于改变政府行为，而不是改变

人民行为。 我是一个吃穿不愁的中等收入的上海市民.平时的

消费的确很少。但我仔细思量一下.觉得这并不是由于我清心

寡欲，而是我需要的同时又有能力支付的商品(主要是服务)

实在太少了。比方说，人近中年又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非常需

要保持足够的体育锻炼，假如离我家步行时间在半小时以内

、各种运动洗浴设施基本齐全的健身会馆年费在2000兀以下(

我自认为已经不算便宜了)，我想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消

费的”。但我找遍整个街区，符合我要求的健身馆的最低价

格是我心理价位的3倍。又如，我是个电影和音乐爱好者，假

如上海的设施齐全的影院能够在任何时间段都买得到20元以

下一张的电影票，上海的音乐厅和剧院能够有200元以下一张

的音乐会门票(我以为这两个价格也已很不低了)，我想我很

可能会每星期“消费”一场电影，每月“消费”一场音乐会

的。这笔消费还会附带上另一个好处，我会因此大大减少在

地摊上买盗版碟的开支，从而也就为保护知识产权作出了间

接贡献。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一般电影和音乐会的价格

也在我心理价位的3倍以上。于是，我的上述消费愿望就这么

被抑制了。还有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遗产更是

我这个有点文化的人的强烈爱好，但一想到景点门票比酒店

价格还贵，还难免要被导游和各色宣称为我“服务”人强拉

去买各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回扣的高价商品，我就止步不

前了⋯⋯此外还有一些消费，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什么

，但我知道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我一定会有需求的20年前

我以为有个。BP机就够方便了，可仅仅过了不到5年，我就开



始向往拥有一部手机了。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一定有人愿意

开我中意的健身馆和电影院，但他们不是因为租金太贵的市

场因素经营不下去，就是因为私营企业不能涉及许多文化事

业的行政因素而不被允许经营。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要真

正“拉动内需”，合理的途径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放松乃

至取消管制，在该管的地方要坚决承担起责任，哪怕是起码

的责任。前者叫不干预(等于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创新，后

者叫维护市场秩序。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老百姓其实并

不需要政府的特别照顾，只要他们的合法经济活动不受到随

意干涉，致富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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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