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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兼论第 5 个经济周期

卢嘉瑞　徐圣银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 4 个经济周期, 这些经济周期的发生主要是由政府政策的不一贯

性造成的。从 2000 年开始, 我国已经进入第 5 个经济周期。历史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经济运行平稳

时, 应尽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减少或避免计划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而在经济趋向萧条或过热时则必须

及时实施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为实现“十五”时期的目标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

发展, 第 5 个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再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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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

在一般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把从一次危机或衰退的开始

到另一次危机或衰退的开始之间周而复始的阶段叫做一个

经济周期。从危机或衰退到高涨或扩张, 继而又是危机或衰

退⋯⋯, 经济的发展总是呈现这种有规律的波动, 从而形成

一个又一个周期。

什么是经济周期? 萨缪尔森 (Sam uelson,M )和诺德豪斯

(N o rdhans, P1A ) (1998) 在他们合著的《经济学》中是这样定

义的:“经济周期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量的波动, 持

续时间通常为 2～ 10 年, 它以大多数经济部门的扩张或收缩

为标志”;“经济周期是由经济衰退和紧随其后的经济扩张两

部分组成的”,“经济衰退是指国内生产总值 (GD P) 增长率连

续两个季度以上下降”,“经济扩张是经济衰退的相反”。

为了得出比较可靠的判断, 我们主张经济的连续衰退或

扩张期至少要持续 3 个季度, 即经济周期是连续 3 个或超过

3 个季度的经济上升及随后的至少 3 个季度的经济下降所构

成的经济运行过程。

对经济周期成因的论述, 除外因说 (如战争、革命、自然

灾害等引起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外, 西方学者偏重于内因说,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凯恩斯主义提出的乘数—加速数理论。凯恩斯 1936

年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 当期初增加 1 元投

资, 会引起居民增加 1 元的收入。居民将这 1 元收入消费了

018 元 (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18) 后, 第 2 期居民的总收

入为 118 元。第 2 期居民增加的 018 元消费使消费品提供者

增加了 018 元的收入, 如果这 018 元又有 0164 (0164= 018×

018) 元用于消费, 第 3 期总收入为 2144 (2144= 118+ 0164)

元, ⋯⋯, 经过许多期后, 总收入将为 5 (5= 1ö(1- 018) ) 元,

是期初投资的 5 倍。同样地, 期初投资减少 1 元也会使最终

收入减少 5 元。期初投资的较小变化引起了若干期后消费和

收入的较大变化, 从而产生了经济波动。这就是乘数原理。在

乘数原理提出的前后, 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 1913 年、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 1917 年、哈罗德在 1936 年相继提出

了大致相同的加速数理论。他们认为, 当按一定的生产技术

条件生产 100 元的消费品需要 300 元的机器设备投资 (资本

产出比率为 3∶1) 时, 消费支出的增加 (或减少) 将引起投资

3 倍的增加 (或减少)。期初消费和收入的较小变化会引起若

干期后投资的较大变化, 使经济产生波动, 这就是加速数理

论。可以看出, 乘数理论和加速数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

释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萨缪尔森在 1939 年发展了乘数理论

和加速数理论, 认为经济周期是由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投

资变动引致收入和消费多倍的变动 (乘数作用) , 收入和消费

的变动又引致了投资多倍的变动 (加速数作用) , 二者的作用

形成了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收缩, 即经济周期性运动。

(2)卢卡斯在 1977、1978 年提出的货币性经济周期理

论。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如果政府在人们

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 一般物价水平会提

高。这时生产者可能误以为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高了, 从

而加大投资, 扩大生产规模, 经济进入繁荣期。一旦生产者知

道自己的预期是错误的, 就会减少投资, 经济由繁荣进入衰

退。生产者的预期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性运动。

(3)熊彼特在 1939 年提出的基于创新的周期理论。熊彼

特认为, 企业家的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

等等)是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一个企业家成功

的创新活动所造成的盈利机会, 会促使其他企业来模仿它,

结果便掀起了创新“风暴”, 经济迅速扩张, 进入上升阶段。经

济扩张引起了生产资料价格提高, 企业生产成本随之提高。

同时市场上产品供应增多, 价格下降, 企业利润减少, 银行信

贷紧缩, 经济又进入下降阶段。由于创新是一个不连续的过

程, 一次创新造成的下降不能被下一次创新造成的上升所抵

消, 于是经济生活便出现周期波动。

我们认为,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西方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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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国家经济周期的成因。但用这些观点却难以解释像我国这

样的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例如, 它们不能解

释我国 1978、1992 年的经济为什么会迅猛增长, 也不能解释

1989 年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我们看来, 这 3 个

年头我国经济出现的异常波动是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启

动过猛”或“刹车过急”所造成的。因此, 我们认为, 直到目前

为止, 中国的经济周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政府宏观

经济政策的不同和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划
分及对经济周期成因的分析

　　目前, 理论界对我国 1978- 1999 年间经济周期的划分,

其依据集中在经济增长或通货膨胀的波动上。比较有代表性

的有: (1) 以经济增长率 (以 GD P 增长率计, 下同) 的“谷——

谷”法为依据, 划分为 1978- 1981 年、1982- 1986 年、1987-

1990 年、1991- 1998 年 4 个周期 (刘树成, 2000) ; (2) 以经济

增长率的“峰—— 峰”法为依据, 划分为 1978- 1983 年、

1984- 1991 年、1992- 1996 年 3 个周期 (杨帆, 1996) ; (3) 以

通货膨胀率的“谷——谷”法为依据, 划分为 1978- 1983 年、

1984- 1986、1987- 1990 年、1991- 1996 年 4 个周期 (范智,

1997)。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 我们

发现, 这些政策一般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波峰或波谷前后推

出的 (见图 1)。我们将以经济增长的“谷——谷”法来划分经

济周期, 并认同刘树成认定的各个经济周期的起点。这样, 我

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如下 4 个经济周期: 1978—1981

年、1982—1986 年、1987- 1990 年、1991- 1999 年。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图

说明: 图中的标记表示各个时期出台的主要重大经济政策。
(1) 1978 年 2 月,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重点》, 提出在 1980 年全国将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第 1 个经济周期的波峰。
(2) 1979 年 3 月, 国务院出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经济随即进入收缩期。
(3) 1981 年 3 月,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 该年经济继续走低, 并成为第 1 个经济
周期的谷底。
(4) 1982 年 9 月, 党的十二大召开, 提出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经济步入第 2 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
(5) 1986 年 4 月,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 7 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 经济
增速下降, 该年也成为第 2 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6) 1987 年 3 月, 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 经济增速随即上升, 构成了第 3 个经济周
期的上升期。
( 7) 1988 年 2 月、7 月和 8 月, 国务院分别提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 9 月发布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
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 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
(8) 1989 年 3 月, 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 8 月,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
一步抓紧抓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 经济急剧收缩。
(9) 1990 年 5 月,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1990 年继续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 不过, 同年 7 月国务院举行第九
次全体会议, 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速继续走低, 并形成第 3 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10) 1991 年 2 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 该年成为第 4 个经济周
期的起点。
(11) 1992 年 9 月, 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的报告。在十四大的鼓舞和指引下, 经济快速增长, 构成了第 4 个经济周期的波峰。
(12) 1993 年 6 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经济步入收缩。
(13) 1996 年 1 月,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提出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经济继续回落。
(14) 1998 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3 号文件, 强调经济工作要注重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但经济继续惯性地在低谷徘徊。
(15) 1998- 2000 年, 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累计增发国债 3 600 亿元, 存贷款利率也降低到历史低点, 经
济的持续下滑之势得到抑制, 并在 2000 年出现转机。

资料来源: 经济增长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1978- 1998 年的主要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 年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
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整理。

　　通过分析 1978 年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重大经济

政策与当时出现的经济波动的关系, 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两者

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因。例如, 1978-

1981 年的第 1 个经济周期。1978 年 2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

计委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重点》, 指出在 1980 年以前基本

实现农业机械化, 钢产量达到 3 600 万吨, 在全国建成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年 9 月后的几个

月的投资高达 760 多亿元, 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该年度经

济增长率为 1117%。但 1979 年财政赤字却达到了 206 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 (GD P)的 512%。在这种压力下, 1979 年 3 月

国务院出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980 年

冬季决定下一年以更大的力度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 使得

1979、1980、1981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 716%、718% 和

512%。

再如 1982- 1986 年的第 2 个经济周期。1982 年 9 月召开

了党的十二大, 提出了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

目标。1983- 1985 年, 根据中央提出的目标, 政府实施了积极

的货币政策, 这 3 年基础货币供应量 (M 0 ) 分别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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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915% 和 2417% , 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1019%、

1512% 和 1315%。但 1985 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913% , 高

通货膨胀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于是在 1986 年的 4

月和 7 月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和《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通知》指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根

据不同情况, 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 全民所有制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 基本建设投资要严格控制, 更新改造投

资要加强引导和管理。《规定》进一步强调了《通知》中关于控

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要求。虽然当年M 0增长了 2313% , 但

狭义货币供应量 (M 1)增长率仅为 1813% , 比上年的 3217% 下

降了 1414 个百分点, 有效控制了货币供给量, 该年经济增长

率也随之下降到 818%。

还有, 在 1987- 1990 年间的第 3 个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

政策对经济波动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1989 年出台了一系

列的紧缩的经济政策, 如 3 月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决贯

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中提出, 各项改革要紧密围绕

治理整顿这个中心, 做到有利于压缩需求, 调整结构, 还要加

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 控制货币发行, 调节信贷规模和结

构, 引导经济健康运行。同年 11 月国务院还转发了党中央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决定》指出, 要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 继续压缩投

资总规模, 坚决调整投资结构, 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财政政

策。这些政策使得 1989 年经济实现了“急刹车”, 当年的经济

增长率比 1988 年下降了 712 个百分点, 其跌幅之大, 开创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之记录。而 1990 年 318% 的经济增长率

也成了 1978 年以来至 1990 年间经济增长的最低点。

1991- 1999 年的第 4 个经济周期, 同样也深受宏观经济

政策的影响。先来分析 1996 年“软着陆”成功前的经济波动。

1991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指出, 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 本世纪末要比

1980 年翻两番, 从 1991 年到 2000 年, 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

在 6% 左右。为了配合政府的目标, 中央银行全年信贷计划为

2 100亿元, 实际达到了 2 895 亿元, 同时将存款利率下调了

1108 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912%。1992 年 10

月,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该

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每年增长 8～ 9% 是可能的, 我们应该向

这个目标前进。当年举国上下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 国

民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年现金净投放 1 15912 亿元, 比上年同

期增长 3614% ,M 1增长 3519% , 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1412%。

但是随后的 1993- 1995 年, 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 1310%、

2117% 和 1418%。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实施了压缩

银根、控制货币发行、清理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和压缩政府公共

开支等“软着陆”政策。这 3 年的M 0增长率分别为 3513%、

2413% 和 812%。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过热的经济增

长, 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 分别为 1315%、1216% 和 1015%。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经济的周期性运行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

造成的, 换言之, 即由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从而

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轨迹: 政府政策放开 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扩张 经济迅猛增长 遭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压力

政府政策调整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紧缩 经济迅速

回落 然后政府政策再放开⋯⋯。

客观地看, 在以市场状况为主要依据而市场状况又是在

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适时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和制定新的经济

政策, 都是允许的并且是必要的。这是一级负责任的政府的正

常行为, 也是在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

改革进程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然的表现形式。问题在于如

何把握好政策的“度”和政策出台的时机, 如能在这两方面做

得出色一些, 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经济剧烈波动带来的负

面影响。

历史地看,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一方面确实促成了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1978- 1999

年的 22 年间, 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917% , 极大地增

强了经济实力。同时, 这 22 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

了明显提高, 职工工资增加了 19 倍, 年均增长 1413% ; 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1615 倍, 年均增长 1316%。但另一方面,

它也给经济带来了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 并一度造成较为严

重的通货膨胀。1978- 1999 年的 22 年间, 我国经历了 4 个经

济周期, 每个周期平均仅 5 年多。经济的频繁波动降低了资源

利用效率, 弱化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活力, 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全

国各地争上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一般加工工业, 造成产业结

构趋同化, 一般加工工业品严重过剩; 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

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

慢, 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另外, 这一时期我国还出

现了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1985、1988 和 1989 年的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分别达到了 818%、1815% 和 1718% , 1994 年更

是高达 2117% , 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有必要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1996 年成功实现“软

着陆”以来, 我国经济周期的形成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显示了

市场的作用。1996 年“软着陆”成功后, 按理说, 1997 年后经济

应该回升。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外部经济环境恶化, 使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受到重挫, 1997 年进出口

增长仅为 1117% , 1998 年更是下降了 014% , 经济增长率分别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018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

长受挫, 大量外向型企业被迫将产品转为内销, 更多的则不得

不转变生产项目, 但又苦于找不到良好的投资去向。这样, 社

会投资减少, 投资的减少又导致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进一步

减少, 1997 - 199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

1012%、618% 和 617% ; 收入和消费的减少又引起了投资的多

倍减少, 这 3 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818%、1319%

和 511%。由于这些原因, 这 3 年当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分

别为 818%、718% 和 711%。这是乘数—加速数原理的作用。

诚然, 这一时期政府也出台了有相当力度的宏观经济政

策。如, 连续 7 次降息, 大规模增发国债, 等等。但经济依然持

续下滑, 直到 1999 年末达到谷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

一是 1997 年第 4 季度以来, 特别是 199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后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滞后; 二

是政府在“软着陆”成功后,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 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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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及时进行调整。1998 年初,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和疲软

的内需, 中央银行虽然已经将 1996 年以前实施的货币政策由

“从紧”调整为“适度从紧”, 但决策的犹豫不决使得积极的货

币政策仍缺乏力度, 失去了反周期运作的时机; 三是近年来政

府出台了不少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改革措施。如: 教育改革、

医疗改革、住房改革, 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迫使居民为保证未

来消费而增加储蓄, 减少即期消费。当然, 这些市场化改革有

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 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 但它对维持

经济增长的短期消极作用——内需不振、投资不旺、经济增速

缓慢——却不能忽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 使得政府的政策效

应滞后, 推迟了经济的及时回升。虽然我国的经济周期主要是

由政府政策造成的, 但市场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这种作用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消除。

据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国的经济周期主要是

由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 这在计划经济仍占主

要地位的时期尤为明显。

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 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愈加突出。那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该如何看待和控制经济周期呢?

乘数—加速数原理、理性预期理论以及熊彼特的“创新”

理论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形成的理论, 无一例外地以

微观经济主体 (生产者、消费者) 为分析对象, 并以他们追求利

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假设。因此, 市场机制能够有效

刺激微观经济主体, 激发他们的活力, 从而达到合理配置生产

要素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目的。但在经济处于萧条或

过热时, 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单个

经济主体很难 (或根本无法)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作出正确的判

断, 这时市场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刺激又会加重对经济运

行的破坏, 产生更为严重的萧条或过热, 最终使经济运行失

控。这时, 特别需要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反周期操作, 熨平经

济的剧烈波动。这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

之一。

因此,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用

市场调节来弥补计划的不足, 另一方面要强化计划在经济处

于萧条或过热时的作用, 即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运行平

稳时应尽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减少或避免计划对经济的

不利影响; 而在经济即将趋向萧条或过热时则必须及时实施

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使经济能够实

现持续有序地、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

三、2000 年: 第 5 个经济周期的起点

2000 年年初, 卢嘉瑞就已提出“2000 年我国国民经济将

开始回升, 经济衰退的势头将得到遏制”的判断①。经济运行的

实际状况证实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2000 年以来市场基本面

已经趋好, 国内生产总值 (GD P) 增长率达到了 810% , 增速比

1999 年加快 019 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指标良好的运行状况显

示出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的经济周期, 即第 5 个经济周期。

第一, 社会需求出现全面、稳定增长的势头。国内消费品

市场出现了稳中趋活的态势。2000 年共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

34 153 亿元, 同比增长 917% , 增幅比 1999 年加快 219 个百分

点。其中, 市级及市级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21 110 亿元, 是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 62% , 其增速达到了 1016% ; 县及县以下单

位实现零售额 13 042 亿元, 增速为 813%。城乡消费市场出现

的强劲增长表明居民的收入预期已经趋好, 长期制约经济增

长的内需不足正在缓解。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稳。2000 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24 243 亿元, 同比增长 917%。其中, 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13 215亿元, 同比增长 611% , 实现了在 1999 年基数较大的情

况下的平稳增长; 完成更新改造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

为 5 077 亿和 4 902 亿, 增速分别高达 1312% 和 1915%。固定

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表明企业看好经济增长的前景, 增加投

资的积极性较高, 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

进出口贸易实现了强劲增长, 对拉动经济增长作出了突

出贡献。由于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趋好, 使政府近年来出台的

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政策的效用开始显现。2000 年我国的外贸

形势非常好, 实现进出口总额 4 74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15%。其中, 出口 2 492 亿美元, 比 1999 年增长了 2718% ;

进口 2 25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518% ; 实现贸易顺差 241 亿美

元。出口中集装箱、高新技术产品、钢材等的增长率都超过了

50% , 分别为 6018%、50% 和 5714% ; 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也达到了 3619% , 表明国内此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

的提高。进口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集成电路及微电子

元件的增长率都超过了 30% , 分别为 3216%、3917% 和

7616% ; 原油进口的增长率达到了 22012% , 表明国内经济活

力增加, 对外需求旺盛。进出口的大幅度回升对经济增长起了

积极的拉动作用。

社会需求出现的全面回升, 还带动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

数走出疲态。2000 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增长率出现了久违

的正值, 达到了 014%。其中住房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指数分

别达到了 10418 和 11411。虽然食品、衣着和交通通讯工具的

价格指数还分别停留在 9714、9911 和 9318 的较低水平, 但这

个趋势正在扭转, 通货紧缩的压力也正在缓解。

第二, 工业企业出现景气景象, 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显著。

2000 年工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累计完成增加值 23 685 亿

元, 增速达 1114% , 比上年加快 215 个百分点, 结束了 1996 年

“软着陆”以来工业生产增长持续回落的局面, 工业经济出现

了回升的势头。工业产销衔接保持较好水平。全国工业产品销

售率为 9717% , 比上年高 015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

查总队提供的资料, 2000 年第 4 季度的诸多景气指标出现了

良好的上升势头, 其中: 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3017, 比上年

同期高 1015 点, 成了 1992 年该指数编制以来的新高; 大型企

业景气指数依然在高处运行, 景气指数为 14816, 比第 3 季度

的 14615 点又高出 211 点; 国家重点企业、上市公司、国家试

点企业集团和乡镇企业等特定企业群体的景气指数也明显高

于其他企业, 分别达 15811、15215、14119 和 13511, 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0～ 33 点。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国有工业运行状况良好。

2000 年, 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 14 320 亿元, 增长了

1011%。国有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3615% , 比上年

提高 413 个百分点, 拉动工业增长 412 个百分点。国有经济实

现利润 2 392 亿元, 增长了 114 倍, 国有企业改革与三年脱困

目标已基本实现。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

67



业制度, 特别是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按照国际惯例进行

了兼并重组,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上市。全国 31 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 国有企业都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 国家重

点监测的 14 个行业, 到 2000 年年底已有 12 个行业实现了整

体扭亏或继续增盈。1997 年底亏损的 6 599 户国有大中型企

业到 2000 年底已减少了 70% 以上。

第三, 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2000 年我国共实现工业

增加值 23 685 亿元, 但工业增长的内部并不平衡。一些严重

供大于求、劳动生产率低下行业的产品产量下滑或微增, 而一

些竞争力强、劳动生产率高的产品产量却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原煤、农用氮磷钾化肥 (折纯) 的产量分别比 1999 年下滑了

112 和 016 个百分点, 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钢的产

量同比微增 211%、610%、515% 和 312%。与这些产品产量低

缓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微型电子计算机和程控交换机

的产量分别比 1999 年增长了 6610% 和 4812% , 汽车的产量

也增长了 1116%。工业内部增长不平衡表明, 我国的产品和

产业升级正在加快, 这必将为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奠定良好

的基础。

第四,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已初见成效。1997 年第 4 季度以来,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连续 7 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等

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储蓄率。据 2000 年 7 月 1 日《中

国经营报》刊登的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对北京、上海、广

州等 8 大城市 2 428 位 18～ 40 岁的普通居民的调查, 居民储

蓄意向已由 1997 年的 87% 下降到目前的 50% 左右。居民储

蓄率的降低带来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据零点公司的调查, 居

民投资股票、购买房产的意向占到了 40% 左右。投资和消费

的增长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1998 年以来, 政府为进一步刺激经济, 还相继出台了诸

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当年开始增发国债, 到

2000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3 600 亿元, 安排国债项目 6 620

个, 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

贷款约 7 500 亿元, 总投资规模达 24 000 亿元。1998 年国债

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约 115 个百分点, 1999 年拉动 2 个百分点,

另据国家计委有关权威部门统计, 2000 年国债项目带动经济

增长达 117 个百分点②。有学者就 1997 年 1 月到 2000 年 7 月

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做过分析, 得出二者的相关系

数达 01385, 财政政策在经济恢复增长时期确实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③。因此, 政府近年来出台的连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必

然会促使经济进入复苏阶段。

萨缪尔森将“经济的连续两个季度的上升”定义为“经济

周期的上升阶段”。而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却已经经历了

2000 年第 1 季度 ( 811% )、第 2 季度 ( 813% )、第 3 季度

(812% )和第 4 季度 (714% )的均衡快速增长, 因此, 2000 年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拐点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此我们可以肯定

地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 5 个经济周期。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 2000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

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出现重要转机”。这恰恰印证了

卢嘉瑞在年初所作的判断。

四、第 5 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预测

虽然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周期, 但我们对未来的经济走

势只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新的经济周期刚刚来临的初始

阶段, 增长的基础还比较脆弱, 居民消费还没有全面启动, 出

口贸易也不是很稳定, 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还不可高

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 TO ) , 必然会对许多缺乏国际

竞争力的国内企业提出严峻的挑战。此外, 我国还有很多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等, 亟

需上马。这些都需要财政和银行给予有力的支持。同时, 我们

认为, 只要政府政策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 国

际形势不出现大的动荡, 国内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 第 5 个经

济周期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根据中央政府的现行

政策, 即中央政府不出台比现行经济政策力度更大一些的政

策, 我们预计第 5 个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率只能大体维持在

718～ 818% 左右。

目前国内的一些学者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也持相近的

看法。如刘世锦在 2000 年 1 月 13 日的《信息日报》撰文提出

了 7～ 8% 的经济增长速度; 刘国光在 2000 年 4 月 28 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00 春季座谈会上

提出了 7～ 8% 的经济增长速度; 张卓元在 2000 年第 8 期的

《价格理论与实践》中撰文提出未来 5 年经济增长率将在

715～ 815% 的区间, 等等。

第 5 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 718～ 818% 左

右, 是我们根据 1997 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出台的财政政策、货

币政策、收入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力度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产

生的滞后的积极作用和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状况提出的预

测。但我们认为, 这样的速度是偏低的, 既忽视了我国经济增

长的潜力, 也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首先, 我们已有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资源极大浪费的基

础之上的。单产能耗高, 原料利用率低,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人力资源的浪费也触目惊心。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起

来, 即使以“规模报酬不变”计, 经济增速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

其次, 在增长速度偏低的状态下, 居民收入增加缓慢, 这

一方面会继续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增

加了不稳定因素。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分配制度留下的问

题只能靠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来解

决。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

合的分配制度, 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不利于低收入阶层

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的再分配又囿于其财政力量的限制, 这

样, 提高居民收入的可行途径就只能寄希望于经济的快速增

长和国民收入的积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在的基础上再

快一点是必要的、符合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再次, 目前内资的利用率还很低, 内资的更加积极充分的

利用将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2000 年我国的宏

观经济指标显示了这样一个现象: 这一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

470 亿美元, 同比仅微增 1%。而同期我国的存款总额却高达

123 804 亿元 (系指国内总存款) , 存贷差约为 214 万亿, 即利

用外资的缓慢增长与大量内资的闲置并存。可是一些学者根

据以往 20 年利用外资的实践, 仍主张我国现阶段应该加大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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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外资的力度, 给外资以更优惠的政策, 并认为这是未来经济

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④。我们认为, 这种主张值得斟酌。诚然,

我们并不否认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国外很多的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现在我国已有较多

的积累, 忽视这一块而一味地扩大利用外资, 不仅会提高经济

增长的成本, 而且会使一大笔内资继续闲置, 造成浪费。因此,

我们必须转变重外资轻内资的观念, 注重利用好内资, 减少对

内资的限制, 拓宽内资的投资渠道并给以更优惠的政策。在充

分挖掘内资潜力的同时, 适当地利用外资、积极有效地利用国

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才是发展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的根

本方针, 才能够把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转化为

现实动力, 并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印度经济学家拉尔指出:

“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而使经

济高速发展的是国内资金的利用效率”⑤。拉尔还利用韩国经

济发展的实例证明他的观点“韩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怎么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而利用的只是外国的技术”。⑥拉尔的观点

和主张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提出了 2001- 2005 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

标:“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

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

善”。我们认为, 要实现这些目标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 5 个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再提高一些。9～ 12% 比较

适宜。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就业不足、消费不

振问题; 才能确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今后 10 年里翻一番,

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才能有安定的社会局面。达不到

这样的速度, 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更加严重, 失业人口的增

加将得不到有效抑制, 人民生活水平将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提

高, 大量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 影响我国工业化、现代

化建设的进程。

五、第 5 个经济周期经济运行的政策建议

展望第 5 个经济周期, 机遇与挑战同在。把握好宏观调控

政策的力度和出台的时机、启动民间投资、增加中低收入阶层

居民收入、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等问题解决得如何, 都将影响

经济的运行状况。为实现第 5 个经济周期经济的持续、高速、

稳定增长, 我们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由于

近几年市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乘

数—加速数原理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还比较明显, 这些因

素对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影响需要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和力度更

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因此, 在目前经济增长的基础还比

较脆弱的情况下, 今后几年继续实施力度更大的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市场信心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 努力增加城乡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特别是提

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不仅会造

成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 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 要进

一步理顺分配关系, 把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提高中、低收入

阶层收入水平上。要继续增加政府公务员收入; 要全面实行城

镇货币化工资制度, 增强居民实现新一轮消费升级所赖以求

助的消费信贷的还贷能力。通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的普遍提高, 改变消费者收入预期, 增强即期购买力。要千方

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 为广大农村剩余劳

动力开拓新的就业空间;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 为农业增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提供智力支持; 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

第三, 调整利用内外资政策, 把重点放在充分利用内资

上。如前所述, 目前我国内资充分, 利用率很低, 是一个极大的

浪费。比起利用外资来, 利用内资成本低、也有利于维护国家

经济安全。因此, 在进一步引进利用外资的同时, 应把重点放

在充分启动和利用内资特别是民间资本上。为此, 要在政策上

给外国资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以同等的待遇, 鼓励三者之

间展开平等竞争; 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科技人员

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并视产生的效益情况给以应有的回报,

通过这种成果的转化为闲置资金的利用拓宽途径; 要长期保

持中国股市的平稳发展, 吸引和利用更多的民间资本在改造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

第四, 培育消费热点, 扩大消费需求, 积极发展消费信贷。

人们应该看到, 新世纪伊始, 新一轮二元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

已经到来。在农村, 电视机、洗衣机、电话及教育消费正在逐步

扩大; 在城市, 住宅、汽车、旅游、通讯、教育消费也正在成为新

的消费热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升级

的步伐。我们认为, 政府应继续实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 增

强城乡居民的即期购买力。同时, 继续大力发展消费信贷, 拓

宽消费信贷领域, 支持消费结构升级。消费信贷在我国有着极

为广阔的空间。政府要抓紧消费信贷的有关立法工作, 尽快建

立个人信用体系; 商业银行也应为扩大消费信贷需求提供充

足的资金来源。

我们主张, 第 5 个经济周期内我国经济应采取“高速增长

(9～ 12% )—中度通胀 (4～ 6% )”的增长模式。当经济增长速

度出现偏离这个区间的趋势时, 就及时出台适度的宏观经济

政策予以调控, 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有

序地、高速度高质量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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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 2001 (1)。
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利用外资和经济增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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