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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经 济 周 期 波 动 的 控 制

—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

张 宗 平

实证分析表明
,

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过程存在

着剧烈的周期性的波动
。

这种贯穿于集中计划经济

体制和双重经济体制时期的剧烈波动
,

不仅降低了

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
,

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

而且恶化了经济环境
,

阻碍了改革进程
。

因

此
,

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

寻求其控制的

思路和力度
,

以弱化其波动的幅度
,

实现相对稳定

的增长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

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与控制

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波动
。

从我

国巳经历的 次完整的经济周期来看
,

几乎每次经

济收缩都是实行经济调整政策的结果
。

如 年代末

。年代初对
“

大跃进
”

的调整
,

提出了
“

调整
、

巩

固
、

充实
、

提高
”

的八字方针 , 年代末 年代初

对
“

洋跃进
”

的调整
,

提出了
“

调整
、

改 革
、

整

顿
、

提高
”

的八字方针 年代末 年代初对
“

通

货膨胀
”

的调整
,

提出了
“

治理整顿
、

深化改革
”

的八字方针
。

同样
,

每次经济扩张也都是实行经济

扩张政策的结果
,

这可显见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

性膨胀
。

但经济政策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周期性波动
,

经

济政策影响着经济运行的走向
,

而又决定于经济运

行的现实
,

实际上
,

政策波动乃是社会总供给与社

会总需求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反映
。

社会总供给与社

会总需求的矛盾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是 总 量 矛

盾 , 二是结构矛盾
。

二者都是导致经济波动
、

包括

政策波动的直接原因
。

但在不同的波期
,

其作用效

果不同 ,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下
,

其表现

形式各异
。

经济的过份扩张依赖于总需求膨胀 的 拉 动 作

用
。

在 年以前
,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低消费的政

策
,

消费的增长速度较慢
,

稳定性较强
,

相对于总

供给来说的总需求膨胀主要表现为投资 需 求 的 膨

胀 , 改革开放以后
,

国家有计划地提高了居民的收

人
,

平均消费水平增长很快
,

总需求膨胀亦表现为

投资与消费的双重膨胀
。

投资本身既扩大需求
,

又

增加供给
,

由于时滞的存在
,

总是扩大需求在前
,

增加供给在后
。

这样
,

如果投资增长过快
,

就会推

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供需缺口 ,

而经济增长又

会刺激起更大的需求
,

从而形成需求膨胀与经济增

长的交互推动
。

现实表明
,

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潜

力有所保留是十分困难的
。

经济收缩则是供求矛盾激化的结果
。

总量矛盾

在传统体制下表现为物资的普遍短缺
, “

配给制
”

既是消费品的普遍短缺的产物 , 在双重体制下则表

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
,

即物价持续全面的上涨
。

结

构性矛盾的激化则始终表现为农业
、

能源
、

原材料

和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工业和制造工

业的发展
,

呈现出对经济增长的
‘

瓶 颈
”

制 约
。

“

一五
”

以后
,

结构性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非常

明显
,

交通运输的紧张和缺能源
、

缺原料的状况巳

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

对我国社会总产值
、

工

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的波动周期进行对比分析可

知
,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有 次达到波峰
,

社会总产

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有 次同时达到波峰
,

次

滞后 年达到波峰 ,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有 次跌入

波谷
,

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有两次同时

跌入波谷
,

一次滞后 年
、

次滞后两年
、

次滞

尾 年跌入波谷
。

由此可见
,

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供求总量

矛盾和结构矛盾的激化 —缓和 —激化交替再现

的结果
,

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总供求矛

盾运动的过程
。

那么
,

社会总供求何以会发生周期

性的矛盾运动呢 笔者认为
,

主要原因
,

一是由于

我们始终坚持的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

战略
,

即使最近的一次经济调整也不是由对过快的

经济增长速度的警觉引发的
,

而是直到结构失衡和

尹



通货膨胀达到白热程度以后才出现 , 二是由于旧体

制的弊端还未消除
,

新体制的作用仍不完善
,

在资

金的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均缺乏投量与投向的约束

机制 三是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
,

人口多
,

粮食消

耗量大
,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常在保生存与求发展之

间摇摆
,

而生产力水平低
、

科技落后
,

造 成 高 投

入
、

低产出
,

也是导致资源短缺的一个原因
。

那么
,

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控制与治理也

需从以上 个方面入手
。

首先
,

改变经 济发 展 战

略
,

追求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速度
。

实证分析

的结论是
,

速度与效益成正相关
,

即速度快则效益

好
,

速度慢则效益差
。

但另一个更为明显的结论是
,

一时的高速度必然导致剧烈的波动
,

有急升必有猛

肆
,

只有保持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
,

才能带来

长期的高效益
,

而只有长期的高效益才有真正的高

速度
。

其次
,

进行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
,

建立投

资主体的风险责任机制和资金投量
、

投向的合理约

束机制
,

此乃
“

治本
”

之策
。

另外
,

提倡节约
、

避

免浪费
,

这对于缓解资源紧缺有很大潜力
,

同时加

强技术改造
,

提高生产力水平
,

并控制人 口
。

以上

方面只有第一条最具可操作性
。

要避免供求总量

矛盾和结构矛盾激化
,

平抑周期波动
,

关键就是控

制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
,

保持适度的经 济 增 长 速

度
,

其中尤以稳住投资增长速度最为要紧
。

二
、 “

瓶颈
”

产业约束下的投资和经济

增长速度

鉴于我国
“

瓶颈
”

产业的特点
,

我们判断这些

产业的发展状况在今后 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
,

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仍将存在 那么
,

这些

产业能够承受多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

呢 对此
,

我们采用动态承受的系数法予以预测
。

预测模型为
·

其中 为第 种产业约束下第七年的全 社 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 为第 种产业第七年的承受系

数 , 为第 种产业第七年的产量
。

首先计算 一 年各产业的承受系数
,

列

入表 从表 可以看出
,

各产业的承受系数均存在着

明显的趋势变动
,

这与技术进步和资源加工利用过

程的变动及通货膨胀有关
,

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
。

为预测 一 。。。年各产业的承受系数
,

需要建立

趋势预测模型
。

从经济理论上考虑
,

如果某产业以固

定增长率增长
,

那么该产业所能承受的投资规模也

应以固定增长率增长
,

其承受系数也就应以固定增

长率增长
。

这样
,

我们选择指数增长曲线趋势模型
,

利用三点法五项平均式估计参数
,

得预测方程为 ,

能源
, 。

运输
, 。

钢材 , ’,

水泥 , 。

木材 一 一 , 。

粮食 ” ‘。

能能 源源 运 愉愉 钢 材材 水 泥泥 木 材材

衰

。

。

。

。

,

吞吞



衰 资滚约束下的投资与 幼长速度预浦 单位 肠

能能 源源 运 输输 钢 材材 水 泥泥 木 材材

⋯
︸八匕‘‘‘几几

了一匕
。。

己自以

甘,白

⋯
叮‘口二乙

⋯
︸人乙,‘

⋯
,︸,二‘‘

⋯
︸甘‘二

各产业增长速度

年投 资增 长速度

年 增长速度

一 年平均投 资增长速度

一 年平均 增长速度

各产业增长速度

年投资增长速度

年 增长速度

一 。。。年平均投资增长速度

一 年平均 增长速度

。

仁六匕

⋯
,且丹﹄︸,二,︸,﹄

一

。

⋯
,︸丹‘人二

‘︺

⋯
甘,︺,几三

⋯
百︸凡只︶八乙‘二且

⋯
八‘片‘只一,且

据此可预测出 一 。。。年我国各产业的承受

系数
。

需要说明的是
,

要准确地预测今后几年各产

业的产量及运输能力 货物周转量
,

几乎是不可

能的
,

动态承受系数模型也只对研究动态投资增长

问题有效
,

因此
,

这里在如下两点假设下对各产业

所能承受的投资增长速度进行预测 结果见表

假设 今后几年我国的外贸政策及各产业进

出口结构基本不变
。

假设 今后几年不会再出现过高 的 通 货 膨

胀
,

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率与 。一 年期间

的年均上涨率大体相当
,

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年

均上涨率仍为 肠左右
。

表 中的 增长速度为可比价格
,

根据与投

资的弹性分析得出
,

上栏和下栏的各产业年均增长

速度分别取自 一 年和 一 年的平均

值
。

由表中数据可知
,

运输和能源对我国经济增长

的制约作用最强
,

而钢材
、

粮食
、

木材等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制约作用相对较弱
。

实际上这与在开放的

系统下存在对外贸易有关
,

对外贸易对各产业供求

状况具有不同的影响
,

钢材
、

粮食
、

木材 个产业

的供求紧张可通过进 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

而能

源工业具有出口创汇的压力
,

运力不足和电力短缺

则不能指望进口
。

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

今后 年上述各产业的增长速度基本保持
‘

六五
”

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
,

那么在开放的系统下
,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控制在 帕以

内
,

这是能源和运输两个产业所能承受的投资增长

上限 , 而从 一 。。年平均来看
,

投资增长率则

应控制在 肠左右
。

综合来看
,

在
“

瓶颈
,

产业的

约束下
,

我国近两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仅以控制在挤

一 肠之间为宜
。

在这个基础上
,

重点通过调整投

资结构
、

提高投资效益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
,

彻底

改变结构失衡的状况
,

实现长期稳定协调高效的经

济增长为根本
。

年我国已进入了新的经济周期的加速发展

阶段
,

全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增长较快
,

这无疑

会对国家财力和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形 成 巨 大 压

力 目前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两种可能的结果 一种可

能是国民经济虽加快发展
,

但各方面仍保持一定的

协调
,

经过几年的较快发展后
,

经济登上了一个新台

阶
,

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 , 另一

种可能是虽然近两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

但忽视

了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益
,

又出现盲目追求速度
,

一

哄而上
,

宏观失控
,

经济运行在两三年内再度
“

过

热
” ,

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失衡
,

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
,

很快进入再次调整阶段
。

我

们要争取实现前一种较好结果
,

避免出现后一种不

利的情况
,

从投资的角度讲就要求做到一要控制投

资总量
,

二要把握投资方向
。

避免投资规模摊得过

大
,

遇到国家财力约束而难以为继
,

将投资的着重

点由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移到外延扩大与内涵扩

大相结合的方面来 , 同时
,

下决心解决基础产业投

入不足的问题
,

增加基础产业投资在投资结构中的

比重
,

延缓或减轻运输
、

电力
,

原材料和农业对我

国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

从而拉长扩张期
,

弱化经

济波动
,

使我国经济在 年代以提高效益和优化结

构为标志
,

真正上一个新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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