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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7月份首次显露放缓迹象。国家统计

局16日发布，今年1至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

涨30.5%，虽仍然很高，但已比前六个月下降0.8个百分点。 

北京晨报报道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宏观经济的风向标。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犹如一匹脱缰野马，从前两个月

的26.6%在上半年达到31.3%，创下最近三年的新高。这被视

作本轮经济过热的“热源”。 从二季度开始，央行、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接连出台一系列强力措施，包括上调贷款利率、

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紧土地闸门、设置能耗门槛、逐

项清理“亿元级”新开工项目等，目的正是遏制过快的投资

增长。 那么，这次小幅的回落能否说明宏观调控已开始见效

？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刚明称，虽然有所回落，但仍

然是在超过30%警戒线的高位增长。“这说明政策的实施力

度还远远不够”。 他的论据是，去年13%的贷款增速就带来

高位的投资增速，而今年7月的贷款增速是16.3%，这么高的

贷款速度，投资是不可能下来的。 袁刚明认为，造成目前投

资增速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低利率政策。他建议，贷款

利率应调整到8%左右，存款利率调整到5%左右。“1年期贷

款5.85%、存款2.25%的现行利率，对过热的投资根本起不了

遏制作用。而贷款利率单方面的调整造成存贷差扩大，对于

过热的投资是火上浇油”。 不过，银河证券宏观分析师陈济

军却认为，“相比6月单月33.5%的增速，7月份单月的27.4%



表明，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一些控制土地的行政手段的效果

已非常明显地显现。” 他说：“央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手段

的效果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是否需要出台新的调控政

策要等到第三季度的数字公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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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