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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全球复苏与改革竞争大格局立足全球复苏与改革竞争大格局

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增长态势

◎文/ ◎文/ 张晓晶张晓晶

从截至 2014 年 8 月份的数

据看，我国经济增长相对平稳，

但下行压力有所加大。8 月份宏

观经济变量的全面下滑，特别是

工业增加值增长、发电量以及投

资、消费等数据的回落，均表明

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有人担心经

济可能硬着陆，今年增长目标难

以实现，继之而起的是全面放松

调控政策保增长的市场呼吁。笔

者认为，不能孤立看待月度宏观

数据，应把它放在全球复苏进程

与全球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来考

察，着眼长远。因此，政策上

既不宜采取强刺激也不宜全面放

松，而应主要通过释放改革红利，

来促进可持续增长。目前的下滑

并不意味着经济失速，综合各方

面因素来看，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是有保障的。

首先，对于国内宏观形势的

判断，离不开全球复苏进程的大

背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

因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受到危机

冲击的程度不同以及政策反应的

差异，最后的复苏路径也会不一

样。第一阶段 ：发达经济体是危

机的发源地，受创也最大。因此，

其在复苏之始也最为艰难。而中

国处在危机的外围，受到的冲击

相对较小（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本

身并没有危机）。第二阶段 ：面

对危机，发达经济体货币量化宽

松，财政急剧扩张。中国则出台

了庞大的刺激计划。从直接效果

上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实

现了“率先复苏”。第三阶段 ：

目前正处于这个时期。发达经济

体，特别是美国复苏较为强劲，

已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甚至考虑

明年的加息时间表。中国经济复

苏反而不如前两年好了。这里面

既有周期性因素，即我们的刺激

政策作用效果在减弱，特别是为

消化前期的强刺激政策，政府采

取了总体偏紧的政策立场 ；也有

结构性因素，即中国经济进入结

构性减速的新常态阶段，潜在增

长率从过去的接近10%下滑到今

天的 7% 左右。

如果将本轮危机与大萧条对

比，会发现全球复苏进程呈现较

大相似性。1929 年股市崩盘之后

的大萧条开启了此后八年更加黯

淡的岁月。当前全球状况没那么

悲观，但确实与 1937 年有类似

之处。比如在当时，有着“美国

凯恩斯”之称的经济学家汉森便

提出“长期停滞”这一概念，用

以描述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劳动

力供给减少、科技创新乏力等造

成的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今天，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重提“长

期停滞”论，并且引起了克鲁格

曼、布兰查德等一大批主流经济

学者的共鸣。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它说明，走出大危机是有一个时

间和节奏的，恐怕难以完全打破

走出危机的市场周期，现在不宜

盲目扩张和刺激，所能作的恰恰

是不要为下一轮危机埋下种子。

其次，把握经济走势离不

开全球改革竞争的大格局。危机

以来，再平衡、结构调整与改革

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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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改革作了全

面部署，而美、欧、日也纷纷推

出结构性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

略，改革竞争的序幕悄然拉开。

美国于 2009 年提出《美国

创新战略 : 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

与繁荣》，2011 年作了更新。涉

及三大方面 ：一是投资于美国创

新的基本要素如劳动力、科研及

基础设施 ；二是推进以市场为基

础的创新，促进形成一个有利于

创新和创业的全国性环境，使美

国企业推动经济增长，在全球竞

争中继续领跑 ；三是催生在国家

优先领域的突破，包括开发可替

代能源、利用医疗信息技术降低

成本并改善护理、促进教育技术

的进步以及确保美国在生物技

术和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保持领

先。连一直以来强调凯恩斯主义

需求扩张的萨默斯也认为 ：需求

面的支持远远不够。长期停滞的

唯一解决方法在于大胆的改革，

包括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

增强劳动市场弹性、改革移民政

策和企业税制等。

欧盟在 2010 年提出“欧洲

2020 战略”。涉及四大方面 ：一

是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增加研发

费用和调整研发投入的重点领

域，为私营部门研发投入创造良

好环境，加强研发成果的市场化

和商品化进程 ；二是实现以发展

绿色经济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

主的可持续增长，包括提高可再

生能源消耗比例，加大在清洁、

低碳技术上的资金投入等。这样

有利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并创造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 ；三

是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增加

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例如使

20 ～ 64 岁的劳动人口就业率从

现在的 69% 提高到 75%，提高妇

女、年长者的就业率，更好地吸

纳移民加入欧盟劳动力市场等 ；

四是根据各国的贫困标准，将欧

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

减少 25%（即把面临贫困威胁的

人数减少 2000 万），实现包容性

增长。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近期表

示 : 关于欧洲的结构性改革，风

险在于做得不够而不是做得太

多。

日本的增长战略则是指安

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前两

支分别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

财政扩张政策）。该战略包含了

产业再生计划、战略性新市场创

建计划及国际化计划。归纳起来

有 ：一是重塑产业竞争力。通过

实施新税制，促进民间企业增加

设备投资 ；激活 IT 网络融资和

风险投资，支持创业，提高开业

率水平，推动企业加速重组和兼

并 ；大幅度放松管制，提升信息

技术、医疗健康、能源、农林水

产、旅游观光以及贸易等产业的

竞争力和活力。二是提高人才水

平。通过提升劳动力流动性，提

高劳动人口中年轻人及老年人特

别是女性的就业率，改进大学教

育，吸引海外高级人才赴日工作

等方式，改善劳动力要素。三是

增强区域竞争优势。设立东京、

大阪、爱知等国家战略特区，放

松管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外资。四是重构新的贸

易格局，如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日

欧自由贸易协定，在三年内将自

由贸易协定贸易量占总量之比从

20% 提升到 70% 左右，并努力拓

展海外大型公共工程等业务等。

面对改革竞争，我们既要清

楚刻不容缓、谁先改革谁就占领

先机的道理，又要明确改革是一

场马拉松，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这样，在战略布局上才会从容

不迫，“不随单项指标的短期小

幅波动而起舞”。若只关注一时，

可能带来诸多问题，如恶化经济

结构等，不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

老话讲 ：“不怕慢，就怕站。”中

国的增速不在于是 7% 还是 6%，

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美

国一百多年保持了 3% 的年均增

长，成为全球最大最强的经济体。

中国增长若能持续，进一步的超

越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着眼

长远，锐意改革才是根本。

最后，立足全局，冷静发力，

全年有望实现增长目标。目前看，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通胀与

就业基本稳定，经济增速在合理

区间。出口方面，由于美国的复

苏步伐较快，对外需会有促进。

投资方面，虽然有所回落，但简

政放权、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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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推进公私合营（PPP）、

减轻小微企业税负以及旨在实现

定向宽松的种种货币政策创新，

都会对经济体产生激励。只是有

些见效快一些（如棚户区改造），

有些见效慢一些（如 PPP），但

最终都会起作用，实现全年增长

目标有保障。也正因为如此，政

策上不宜采取强刺激或全面放松

的态度，而应进一步简政放权，

取消和下放“富有含金量”的行

政审批事项，放松对现代服务业

的管制，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

竞争政策和竞争环境，鼓励创新

创业，培育新的增长点，重启“不

以 GDP 论英雄”的新型地方竞

争，通过继续释放改革红利，谋

求持续和稳定的增长。这也是从

全球复苏进程与全球改革竞争出

发所得出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学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

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

室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 李宇清

竭节赴义习凿齿竭节赴义习凿齿
◎文/ ◎文/ 韦烨剑韦烨剑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

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

“声盖习姓先贤，名高两晋文儒”，

是一位彪炳青史、名垂千秋的人

物。关于他的故事，还得从其宦

海浮沉说起。

博洽多闻潘陆才

据《晋书》记载，习凿齿“少

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永和元年，朝廷任命桓温为荆州

刺史。这位新晋刺史甫一上任，

便将习凿齿“辟为从事”，募为

僚属。永和二年，“桓温谋伐蜀，

众以为不可”，唯袁乔认为“此

国之大利也”，桓温遂“使（袁）

乔以江夏相领二千人为军锋”，

“长驱至成都”。仅仅数月，就灭

掉了在蜀地建国的五胡十六国之

一的成汉政权。其间，袁乔发现

习凿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

别器重他，多次向桓温盛赞他的

才干。受到主公身边红人的提携，

习凿齿很快就被提拔为西曹主

簿，并深得桓温赏识。

当时，皇室衰微，臣强主

弱，东晋皇帝虽有南面之尊，却

无统驭之实。因此，平灭成汉后，

声名大振的桓温开始萌生不臣之

心。一次，桓温专程从蜀地请来

一位通晓天文的星人，连夜拉着

他的手问国家运祚长短。星人回

答道 ：“世代祭祀，来日方长。”

桓温怀疑其有不便说的话，就托

辞道 ：“若如您所言，岂止是我

一个人的福气，那更是天下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