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景源認為，中國上半年CPI與國際水平相比並不高，就中
國自身近30多年的物價水平而言，也不是最高值，但須

關注到此輪上漲造成的社會反響較大。這緣於上漲具有結構性
特徵，以食品價格為主的上漲衝擊人數多，覆蓋面廣，並產生
疊加效應。上世紀90年代初的高通脹時期，民眾收入增速較
快，又有保值儲蓄。而當前居民收入增長相對滯後，今年上半
年城市居民收入實際增速為7.6%，低於同期GDP增速，且相對
於通脹，民眾儲蓄仍是負利率狀況。
談到當前的通貨膨脹，應歸咎於貨幣超發？國際輸入？還是

流通成本高抑或金融炒作？內地學界乃至官方眾說紛紜，各執
己見。姚景源指出，其實成因複雜，須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及
應對處理。「從國際原因方面看，中國是被動的。全球大宗商
品價格暴漲，給中國這一世界第二大進口國帶來輸入性通脹。」
他表示，今年中國進口數量並未大幅增長，但計算金額大幅上
漲。比如鐵礦砂，一季度進口數量同比增長14.4%，但用美元計
算的金額同比竟劇增82.5%。

迎戰金融危機 須付通脹代價
而國內方面，姚景源指出貨幣流動性過剩與農業基礎薄弱是

物價上漲兩大主要因素。不過，他並不贊成對過去兩年中國所
實施的貨幣政策「秋後算賬」。他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
後，歐洲方面主要面臨的是銀行金融體系的損失，中國則是實
體經濟遭受衝擊，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果斷實施適度寬鬆的貨
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
談到貨幣政策，姚景源表示，「不能因為藥有副作用，就不

去吃藥治病了。我們保經濟增長、戰勝國際金融危機也有成
本，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推高通脹。」去年以來連續12次上調
存款準備金率和5次加息，國內流動性過剩的情況正在得到有效

緩解。而消化流動性，既要依靠貨幣政策，也要依靠經濟平穩
較快增長的吸納。

農村對接市場 政府擔起重任
姚景源指出，中國農業基礎薄弱，特別是農產品流通體系更

薄弱，政府須採取措施加強完善。「農村是千家萬戶小生產，
市場是千變萬化大市場。如何將兩個『千萬』對接的重擔，不
應由農民承擔，而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展望下階段的物價走勢，姚景源表示，「7月份CPI有可能依

然較高，但三季度會出現下行，四季度下行幅度會大些。」他
認為，多個控制物價的有利因素，將於下半年逐步發酵見效。
首先，各項宏觀調控措施發揮作用需要時間，央行連續採取

的措施將在宏觀調控中發揮積極作用，抑制住新漲價因素；
第二，物價上漲的翹尾因素將呈現下行趨勢，在三季度減

弱，四季度時明顯減弱；
第三，從市場供求關係看，穩定物價具有充分基礎。中國

工業消費品的市場格局，是總供給略大於總需求的關係，甚
至在一些行業還存在產能過剩。在此情況下，工業品價格不
會出現惡變。

連續七年豐收 糧價一穩百穩
姚景源表示，「糧價穩，百價穩。黨中央國

務院高度關注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中國糧食已
連續7年豐收，庫存充裕。」按照國際糧食安
全警戒線的通行標準，一個國家糧食的儲備數
量應佔年消費量的16%至18%，但中國目前超
過30%。
至於今年的糧食收成，姚景源表示，「未來

兩個月，只要沒有大的自然災害，今年中國糧
食將再獲豐收。」
此外，地方政府首長責任制也是穩定物價的

重要利好因素。他表示，農業「米袋子」省長
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見效顯著。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工作不停歇、不迴避提問、周

末不休息，是姚景源給記者留下的深刻印象。過往多次聯繫，他都正在

基層調研路上。擔任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時，姚景源經常親赴經濟一

線，以獨特視角見微知著，體察民生民情，探知中國經濟最真實的冷暖

變化。履新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後，他㠥手規劃考察行程，將滿懷

對中小企業及農村最新發展狀況的關切，化為對國家智囊「察實情、講真話、

獻良策」使命的身體力行。

國家恢復高考後，姚景源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吉林大學世界經濟系，並

成為中國最早一批經濟學碩士。此後，相繼在多個國家部委任職，又有地方主

政的經歷，令他不僅洞悉中國經濟的宏觀概貌與微觀實情，且對其內在運行規

律有透徹見解。

姚景源擔任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之後，幾乎每次公開露面都會遭遇窮追不捨

的媒體，面對一連串的尖銳提問。而他的權威回應，不僅向海內外傳遞出中國

經濟發展的真實態勢，更牽動㠥13億公眾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

從廢品價格起伏 看經濟措施成效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專家學者對經濟走向各執一詞。而姚景源以數據事實

為基礎展開研判，並明確提出中國經濟將回暖復甦的論斷，其後很快便獲得證

實。他不滿足於僅憑統計數據分析經濟走勢，還深入調研，足跡踏遍全國各

地。當時接受本報採訪，他曾透露多個「秘笈」：通過走訪民間，了解廢品收

購價格的起伏、高速路貨車流量的變化等數據採樣，往往能反映出中央採取一

系列經濟措施後的真實效果。

「計利當計天下利」。工作崗位的轉換，沒有改變這位專家治學嚴謹、心繫民

生的一貫信條。「食品價格事關民生」，是姚景源接受採訪時再三強調的話語。

他表示，「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同步的目標。而今年

上半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為7.6%，少於GDP增長率9.6%。「我們應加強提高城

鄉居民收入增長方面工作的緊迫感」。

訪談

祖籍山東昌邑，生於吉林長春，碩士研究生學

歷。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分析與研究工作，先後在國

家經委、商業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國內貿易

部任職，曾擔任中國商業聯合會副會長、秘書長，

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省政府辦公廳黨組成員，安

徽省阜陽市委副書記、市政府代市長、市長、黨組

書記，安徽省統計局局長、黨組書記，國家統計局

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今年6月被聘任為國務院

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記　者：汽車、房地產業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是

否將減弱？

姚景源：這兩大產業仍將在相當長時期對經濟拉動
起到重要作用。2000年始，中國呈現明顯的消費結構

升級，即消費結構由
「衣、食」向「住、行」
階段升級，直接促成
汽車和房地產兩大產
業紅紅火火。二者的

共同特點是產業鏈條
長、相關行業多。汽車可拉
動150多個行業，電子、化
工、鋼鐵、橡膠、玻璃
等，房地產也拉動鋼
鐵、建材、水泥、家
電、傢具甚至到紡織
品，對整體經濟發揮出

重要貢獻。不過，兩大產業分別遇到新情況。停車
難、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汽車病」顯現出來，房
地產的價格問題也成為社會問題，但實施宏觀調控絕
不意味要放棄發展這兩大產業。
記　者：您怎樣評價內地房地產調控效果？下一步

房地產走勢如何？

房價漲幅下降 政策初戰告捷
姚景源：當前我們已將房價過高過快上漲的勢頭遏

制住，房價實質性下降雖不明顯，但漲幅比過去有所
下降。可以說這是第一戰役，初戰告捷。下一步要兩
條腿走路：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對房地產調控不動
搖。前者能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改善民生，使中低收
入群體加快改善居住條件；二是拉動經濟增長、就業
增加，帶動鋼鐵、建材、水泥等行業發展。比如進城
的男性農民工中，有一半是在建築業工作；三是保障
房的大量湧現，能夠平抑房價。

建設保障房，事關全局。有些地方政府還幻想回到
土地財政，相信中央將進一步加大力度，並逐步解決
完善保障房的建設資金來源、分配、流轉、監管等問
題。美國、日本、拉美一些國家的房地產泡沫帶來較
大問題，中國須從中汲取經驗，排除經濟風險、社會
風險。

保居者「有其住」 而非「有其屋」
記　者：剝離房地產泡沫需要付出成本，中國能否

承受相關代價？

姚景源：國家是要遏制住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令
其平穩回落，並不希望看到暴漲暴跌，大起大落。正
所謂居者有其住，而不是有其屋。政府可能無法保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住房類財產，但是要讓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居住處。至於商品房價格的降幅，應由市場去
決定。
記　者：如何防範地方融資平台風險升級？

姚景源：相當數量的地方融資平台以土地為抵押，
還貸能力建立在土地升值的預期上，顯然，潛在風險
很大。我認為，在允許平台發揮作用的同時，中央政
府應從兩方面加強監管：一方面監督其融資資金的用
途，要特別關注資金投放是否符合科學發展，絕不容
許形象工程與政績工程；另一方面要科學考察今後將
如何實現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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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開局年走完半程，中國經濟在平穩增長的同時，內地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一路攀升。內地權威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接

受本報專訪時指出，CPI在7月份有可能依然較高，但有望在三季度出現下探，

四季度將有較大幅度下行。展望下半年，中國經濟過快過熱的顧慮可基本解

除，同時亦不會出現「硬㠥陸」，但須慎防經濟下行幅度過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何凡北京報道

姚景源指出，從目前看，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過快過熱的顧
慮可基本解除，更多的是要防止經濟下行幅度過大。他表示，
經濟要突出一個「穩」字，與往年相比將面臨更複雜的「兩難」
局面，須將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最重要目標不變，
講究宏調的前瞻性、藝術性，把握好力度與節奏。
姚景源表示，中國GDP增長率已連續4個季度保持在9.5%至

9.8%之間，波幅較平穩。「我去年底曾有的兩個擔憂都未出
現，一個是經濟過快過熱，另一個是經濟下行幅度過大。」去
年底分析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可以說「三駕馬車」(投
資、消費、出口)都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
姚景源指出，目前有一些經濟增速趨緩跡象，比如GDP增速

由一季度9.7%降到二季度9.5%，工業增加值也由一季度14.4%降
至14.0%，出口增長由一季度26.5%降至22.0%。他強調，「須防
止經濟進一步下滑趨勢影響到就業，特別是中小企遇到的困難
較大。」

中國經濟增速 9.5%最理想
而明年，中國經濟可能仍有過快過熱的風險。姚景源認為，

「應始終看到體制機制存在的衝動，所以始終要將一隻腳踩在剎
車上警惕、準備。」中國經濟增速在9%至9.5%之間較理想的。
「十二五」期間，政府要相機抉擇，研究如何在穩定通脹預期、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與結構調整三者之間提供出最佳條件。

明年仍可能過熱 始終腳踩剎車

中國通脹

走基層 匯民意 獻良策
側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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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調控政
策見效，房價
漲幅趨緩。

■中國連續7年糧食豐收，「糧價穩，百價穩」。

■姚景源預測，內地7月份通脹可能依然較高，但有望在三季度
出現下探，四季度將有較大幅度下行。

■汽車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可忽視。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
景源接受本報記者楊帆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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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