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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
总供需的统计分析

许飞琼

　　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本文拟结合我国近 10 年来

的供需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以揭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

一、近 1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的总量平衡与失衡问题分析
近 10 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 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也日趋完善,

但社会经济领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影响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 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

务, 保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 即保持国民经济的总供需平衡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表 1 是我国

近 10 年来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的统计分析资料。

　　　　　　　表 1　　　　1988- 1996 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分析表

　　　　　　　　　　 (按当年价格计算) 　　单位: 亿元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总供给 14900 17842 20651 24547 30589 39981 56049 68716 80212

总需求 16090 17798 21229 25529 32583 42900 59524 72014 83501

供需差率 (% ) -7 .99 0.25 -2 .80 -4 .00 -6 .52 -7 .30 -6 .20 -4 .80 -4 .10

　　　　说明: 　①资料来源:1988-1989 年资料参见吴丕斌: 《略谈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状况的分析与核算》,
载《经济研究》,1991 (10) ;1990-1996 年资料参见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摘要 (1996、19
97)》,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供需差率=[ (总供给- 总需求) ÷总供给 ] ×100%。

　　表 1 中的供需差率, 是衡量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与否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一般而言, 供需差率的临界

点为±5%。当供需差率的绝对值在 5% 之内 (包括等于 5% ) 时, 可以认为总供需基本平衡, 供需差率越趋

近于零, 说明总供需矛盾越缓和; 当供需差率的绝对值超过 5% 时, 即被认为是总供需失衡, 绝对值偏离 5%

愈远, 总供需失衡愈严重。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除 1988、1992、1993、1994 年这 4 年的供需差率绝对值超过 5% 外, 其他年份的供

需差率绝对值均在 5% 以内, 这说明 1988 年这 4 年的总供需分别存在着轻重不同的失衡, 且都是总需求大于

总供给, 尤其是 1988 年的供需差率接近 8%, 整个是需求扩张而供给不足; 而 1989 年等 5 年虽然也存在着

供过于求 (如 1989 年) 或供应不足 (如 1990、1991、1995、1996 年) 的现象, 但总体而言, 供需差率仍处

于正常值域内, 国民经济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当然, 总量平衡并不意味着总供需结构一定平衡, 如 1995、

1996 年较之 1992、1993、1994 年, 总量矛盾得到缓解, 但基础并不稳固, 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 如农业基

础仍很脆弱, 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地区结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

近 10 年来的实践, 证明了总供需平衡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当供过于求时, 就会出现市场疲软、

产品滞销、库存积压、设备闲置、失业增加等现象, 这时, 生产因缺乏需求拉动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居

民收入减少, 生活水平下降,1997 年因买方市场的形成而开始出现上述现象, 因此, 如果没有新的、更加强

有力的发展措施, 人们对 1998 年能否保持 8% 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疑虑就可以得到理解。当供不应求时, 则会

出现市场产品短缺、通货膨胀、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社会再生产资源供给缺乏保障、资源配制效

益逐渐低下、提前消费或购物保值等扭曲了的消费行为大增等现象, 这时, 需求因过旺而与实际供给和社会

经济的承载力不相适应, 最终将导致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混乱, 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亦会下降,

我国在 1988-1989 年出现的严峻局面, 即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导致供过于求型总量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全社

会各经济主体的货币收入总额最终没有转化为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 导致供不应求型总量失衡的直接原因

则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流通中的产品和劳务的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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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 1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的结构平衡与失衡问题分析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即使达到平衡, 也并不意味着其结构也达到了平衡。因为总供需平衡仅仅表明社

会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产品和劳务总量与社会对它们的需求总量相一致, 而不表明买者能够购买其所需, 卖

者能够卖出其所有, 即还可能出现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

近 10 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即在总体发展的条件下还呈现出结构失衡的现象。如 1989-1990 年间,

我国第一次出现市场疲软现象, 即出现产品供过于求的现象, 但当时的经济却又受到农业、能源、交通和主

要原材料等“瓶颈”的严重制约, 即一方面是轻工业产品相对过剩, 另一方面农业、能源、交通和主要原材

料产品却严重短缺。再如 1997-1998 年度, 可以说是我国第二次出现市场疲软现象, 化工、轻工、有色金属、

建材、机械、电气和电子及纺织等出现了产品销售不畅、生产过剩的现象, 但名牌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有

关短线产品却供不应求, 甚至出现房屋等商品的销售不畅而居民住房又十分紧张等的供需失衡现象。与此同

时, 在总需求过旺的背后, 亦有可能出现部分产品的供过于求, 如 1988 年, 手表、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机

电产品就大量积压。总供需结构失衡表现为供给结构 (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 与需求结构 (如消费需求

结构、投资需求结构等) 的相互不协调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 它的表现形式较总量失衡的表现形式

要复杂得多。但现实经济运行中, 最常见的仍然是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失衡, 即在同一时期内有些部门

的产品供过于求, 而另一些部门的产品却供不应求, 我国近 10 年来的实践为这一规律性结论提供了依据。

从我国近 10 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 导致总供需结构失衡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需求结构

的扭曲与非常规性造成供给结构的无所适从, 如城镇居民住宅消费过低、农村居民的消费面过窄、发达地区

模仿国外、农村模仿城镇的消费等造成某些消费需求过度集中, 均会使社会总供需结构失衡; 另一方面是因

为供给结构调整乏力或滞后, 造成无效需求的盲目扩张, 如到 1995 年底, 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 29

个地区同时生产纺织、塑料、化肥等产品,27 个地区同时生产电视机,26 个地区同时生产汽车, 结果使 22

个省、市、自治区将汽车工业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24 个地区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等现象①。这种重

复建设、盲目投资的供给结构, 带来的必然是生产成本加大、对原材料等的需求扩张。

三、近 1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与失衡问题的发展进程分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供需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表 1 并结

合表 2 的指标, 即能充分反映出近 1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与失衡问题的发展进程。

　　　　　表 2 　　　　1987- 1997 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平衡分析指标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1　GDP 环比增长速度 (% ) 1613 2418 1210 1113 1612 2115 3314 3616 2611 1618 917

21 财政收支差额 (亿元) -62 18 -134 10 -158 19 -146 15 -237 11 -258 18 -293 14 -574 15 -581 15 -529 16 -555 11

31 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速度 (% ) 2115 2514 -7 12 214 2319 4414 6118 3014 1715 1418 1011

41 投资率 (% ) 3611 3618 3610 3417 3418 3612 4313 4112 4018 3916 3812

51 消费率 (% ) 6213 6217 6214 6113 6018 5919 5813 5812 5910 6015 5919

61 外贸膨胀率 (% ) 011 -1 10 -1 11 218 219 111 -2 10 113 117 211 316

71 零售物价指数 (% ) 713 1815 1718 211 219 514 1312 2117 1418 611 018

81 居民存款余额年增加额 (亿元) 83517 72812 134514 188713 207611 243511 365811 631513 814315 　885815 775910

91 失业率 (% ) 210 210 216 215 213 213 216 218 219 310 311

101 贷款总额环比增长速度 (% ) 2117 1618 1716 2212 1910 1918 2214 1914 2614 2110 2215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1998)》、《中国统计年鉴 (1995)》有关资料推算。

由表 2 资料可见,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居民收入大

幅度增加, 在投资渠道相当窄和物价改革措施等原因使物价迅速上涨的情况下, 扩大即期消费成了居民货币

保值的首选途径; 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 投资需求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同

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 的增长速度。因此, 这一时期的总供需状况表现出消费急剧扩张而供给能力不足的

短缺型经济特征。面对高涨的超前性消费需求, 供给缺口只有依赖进口来弥补, 以致 1988、1989 年连续两年

出现了外贸逆差, 外贸膨胀率分别为-1% 和-1 11%。

在 1989-1991 年间, 面对 1988、1989 年的物价大幅攀升, 国家进行紧急宏观调控, 于是消费与投资需

求的增幅减缓, 在 1989 年首次出现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的局面: 为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

·56·



我国采取开发国际市场的措施, 于是, 出口便成了拉动需求的动力; 同时, 为刺激消费, 信贷规模也有所扩

大,1990 年的贷款增长速度达到 2212%, 三年新增贷款近 7500 亿元。

在 1992-1994 年间, 受 1992 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 投资需求急剧扩张, 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在

1993 年达到了 6118%, 投资率达到 4313%,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由于投资需求的急剧膨胀,

在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投资品又表现出严重短缺, 于是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的物价水平全面上涨,

1993-1995 年连续三年物价水平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1994 年则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为 2117%,

物资数量短缺程度的上升表现为价格的上升, 通货膨胀传递着国民经济总供需失衡的信息, 供需差率年均达

-6 17%,1993 年则达到了-7 13% 的水平。总供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 而且在结构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就需求结构而言,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之间、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与加工工业投资之间、各种消费品之间等均轻重不同地表现出比例失调; 就供给结构而言, 在生产要素内部、

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等同样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调。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产品质量低下导致诸

如加工工业项目出现生产能力大量过剩, 而钢铁、邮电、交通运输及农业等基础产业产品的供应却相当不足,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当然, 当国内需求旺盛时, 进口的增长相对缓解了国内供给的不足 (如 1993

年外贸出现逆差)。

进入 1995 年后, 由于实行经济“软着陆”政策, 通货膨胀相对得到了缓解,1996 年物价上涨仅为 611%,

不仅低于 10% 左右的调控目标, 而且低于当年经济增长率。这一切反映在总供需上, 就是社会总供给稳定增

长, 且因农业连年丰收及基础行业的发展加快等, “瓶颈”局面亦有所缓解, 从而使供给结构得到了一定的

改善; 社会总需求则因受资金、气候、出口退税率的再次下调及失业率因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有所上升等

原因的影响, 总体增势趋缓, 并且需求结构显现出由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分格局。值得指出

的是, 进入 1997 年后, 市场出现了较强的消费疲软、生产萎靡的局面, 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 1996 年的

917% 降到 818%, 作为 1998 年的 8% 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按计划完成也显得比较艰难。

四、解决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对策建议

由前述分析可见,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由供不应求的短缺型经济向买方市场转化是生产

发展带来的一个巨大成就, 但就总供需而言, 目前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又均存在着失衡现象, 总需求不足与

庞大的结余购买力 (1997 年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46280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7759 亿元②) 影响

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 应尽快采取措施, 在总量适度控制的前提下, 运用灵活的措施调增即期消费

需求, 以启动疲软的市场。笔者认为, 目前在利率启动的前提下, 更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启动:

第一, 调整产品结构。总需求反映的是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与生活品和投资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收入

提高的情况下, 人们用于食品等日常生活消费品, 即收入弹性很小的产品上的支出比重必然会下降; 而对于

技术含量及经济附加值高的产品, 即收入弹性高的产品的需求将会上升。这样, 如果没有高附加值等的新型

或科技产品的供给, 消费方就没有了即期消费, 从而无疑会使社会再生产连续循环的链条发生中断, 社会供

给总量趋于下降, 最终导致经济萎缩。因此, 要进一步调整产品生产结构, 少生产过时且已泛滥的冷背残次、

质低价高的产品, 多生产含高附加值的产品, 以适应广大消费者新的需求。

第二, 调整产业结构。在利润驱动下, 企业为了获得即期利润, 往往对一些赢利产业一呼而上, 结果带

来了生产的盲目扩大与发展, 造成产业结构严重的失调和趋同化现象。这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就是: 加工工业

生产能力过剩, 而基础工业薄弱; 原材料、粗加工产品、初级产品比重过大, 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

过小; 小型企业过多、分散、重复, 而大型企业过小, 集中度过低。产业结构的失调与趋同, 不仅造成生产

能力与资源的浪费、人力的闲置, 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脱节, 制约着经济的正常

发展。因此, 在目前处于结构转换呼声的高峰期, 应注意加重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开发与拓宽,

同时更应加大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如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的调整, 因为随着高附

加价值的加工工业、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必然会对基础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 调整信贷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形成, 其根源在于投资结构不合理, 而投资结构不

合理的根源又在于银行信贷结构的不合理。信贷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生产领域, 只重视机械、

化工、轻工、冶金等行业, 而对农田水利、能源交通、环保、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基础产业与新兴产业的

信贷则投放不足; 同时, 那些获得足够信贷资金的单位, 又并非将资金投放在更新改造方面, 或新兴、高科

技产品的开发上面, 而是投放于新建或扩建项目之中, 投放于传统产品上面, 结果每年约 60% 以上的新增贷

款所生产的产品又成了积压产品, 有的信贷则成了无物之帐; 二是只重视生产领域的投放, 不重视消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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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放, 即银行信贷资金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生产者方面, 而不体现在消费者身上。对于消费者而言, 尽管收

入呈现刚性增长, 但大多数消费者要进入较高水平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领域, 却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 如

住房、汽车等产品的购买, 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若要实现预期需求, 则只有依靠消费信

贷来实现。因此, 应将过去的不合理信贷结构向合理化调整, 使生产贷款结构优化, 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贷款;

换言之, 一方面信贷资金应大力投向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 投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投向产品有销路、效益

好的企业, 另一方面则应提供消费信贷并加大其在整个信贷中所占的比重。

第四, 调整消费结构。消费强劲, 生产就发展, 消费疲软尤其是即期消费收缩, 生产就萎靡, 长期供给

也迟早会收缩, 这是需求对供给的正负效应的具体体现。我们知道, 消费需求要保持正常发展, 就必须有合

理的消费结构, 而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如同生产结构一样, 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其表现就是:

一是消费区域不合理, 即人口占 2914% 的城镇消费大于人口占 7016% 的农村消费。如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 前者消费约占 57%, 后者则为 43% ③。二是消费品内部不合理, 即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过大, 如 1997 年

城乡食品支出分别占到 4614% 和 5512% ④, 而用于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服务等支出比重过小。因此, 调

整两者的合理比例很有必要, 即, 一方面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加大农村市场的开发; 另一方面加强

住房、教育、交通通讯、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比例, 引导消费者的结余购买力向这些方面转化。

总之, 从目前市场的供求环境来看, 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总量调控政策的前提下, 加大“调整启动”

的力度、积极培育和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保持对经济增长适当拉力, 防止社会总需求的进一步回落, 是

保证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必要措施。

注释:
①郑京平等: 《‘软着陆’前后⋯⋯》, 载《中国统计》,1997 (8)。

②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1998)》,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

③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1997)》,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

④《人民日报》,1998-0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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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3 页) 然而地方政府的这种投资冲动并非源于经济发展的考虑, 而是出于政绩的需要, 这种状况将

使房地产业的发展脱离实际需求, 导致供给过剩。因此, 我们认为, 房地产业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

它的发展将会明显地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 结果使其成为引发经济衰退的导火索。

3. “九五”期间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 决定了社会需求的扩张只可能是缓慢的和有节制的, 当这种从紧

的经济政策经历一个时期后,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充分暴露, 一旦有效需求出现不足, 经济的进一步繁

荣也就象“缺水的鱼”, 是绝对不可能继续维持的, 经济衰退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 同时也必须看到,

也正因为这种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 决定了新一轮经济周期即使出现通货膨胀, 其方式也将是温和的。

4. 众所周知,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难中之难。实

践表明, 国有企业要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 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 国有

企业与市场体制的不协调或国有企业对市场机制的不适应仍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国有企业对市

场机制的不适应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其产品的供需错位, 导致大量的无效供给, 致使大

量的社会资源滞留在无效益的企业中, 结果必然加剧社会资金的短缺, 极大地削弱有效需求的扩张能力; 二

是由于国有企业效率普遍偏低, 并且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获得根本的转变, 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职工工资

收入的增长不可能赶上整体的经济发展, 严重制约着相当一部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

的组成部分, 它的相对不足除直接降低总需求外, 还会通过经济变量的内在联系间接地影响总需求的扩张能

力。当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经过时间的推移逐渐聚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必然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 引

起经济周期阶段的转换。

(作者单位: 天津财经学院统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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