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庫：經濟下行倒逼改革提速
明年政經周期重合 十八大換屆勢正面影響經濟

內地明年經濟增速或降至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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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國家信息
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11日在北京表示，歷史數
據顯示，換屆效應確實對中國經濟的短周期有很
大影響，但這樣的現象在「十二五」可能會被打
破。他說，歷史上，每個5年計劃的第2、3年，
遇到黨和政府換屆，投資會加速；但由於2009、
2010年經濟刺激計劃的後遺症，這次會有不同。
范建平表示，觀察第6個5年規劃到第11個5年

規劃，每個5年規劃的第1年投資增長速度是17%
至18%；到5年規劃的第2年，投資增長速度加速
到24.7%；到第3年，加速到28.6%；到第4、5
年，又回落至18%、19%的水平。他表示，「中
間明顯有兩個比較高的年份，正是黨政領導換屆
的年份。這就是換屆效應。」
范建平指出，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於

2009、2010年推出了龐大刺激計劃，這兩年的投
資增速在26%、27%的水平，若明、後年在如此
高的起點上進一步加速，就將把中國自身推到今
天歐元區的窘境。

刺激經濟後遺症
「換屆效應」料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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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

京報道）明年將是全球經濟走勢

微妙、陰晴不定的一個年份，中

國、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將進入

政權轉換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研究員吳敬璉11日在財新峰

會上指出，回顧歷史發現中國每

一次改革都是由於困難逼出來

的，明年黨政領導換屆，正好處

在經濟下行階段，對於改進中國

經濟運行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11日，多位中外重量級智庫學者在財新峰會熱議
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的重合效應，並前瞻中共

十八大換屆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

改革措施或出台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表示，根據他的記

憶，中國幾乎每10年就會出台一個比較重要、比較系
統的改革性文件。從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
制改革的決定》，到1993年財政、稅收、外匯領域的三
項重大改革，至2003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是如此。李劍閣
說，「十二五」的總體規劃中，本身關於改革的規劃
還不夠具體。他認為，「根據規律，預計2013年也許
將有這樣一個文件，我們期待這個文件的出現。」

吳敬璉指出，中國的崛起正是1992年換屆、1993年
那一輪改革的積極成果。他說，「李劍閣回顧歷史發
現中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於困難逼出來的。有困難，
人們就覺得需要變革，而變革就帶來了經濟發展的良
好發展階段。相反，在經濟比較順利的時期，人們往
往放鬆了改革的努力。」他說，中國經濟處在一個經
濟循環的下行階段，而此時將進行黨政領導的換屆。
對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似乎大多數人都有共
識。

變革方法未統一
吳敬璉表示，對於變革的方向和方法，眾說紛紜。

目前學術界有兩派觀點：一派觀點認為根據以往經
驗，新一屆領導就任後，都要穩定一段時間，然後再

推出改革。但根據經驗，這樣的做法不一定好。他
說，「就任後穩定了一段時間，各種利益的格局已經
固化。即使中央作出一些決策，部門和地方不一定按
照中央的辦法做，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吳敬璉又說，另有一部分人主張比較激進的辦法，

換屆後就推出大改革，這種意見現在也有些跡象。而
這樣的事例中國過去也曾發生過。「因此，各種各樣
的經驗與想法都存在，我們期待有好的結果。」
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李侃如認

為，由於即將換屆，中美兩國在未來的12個月不會有
重大的經濟改革。他說，中國的改革措施將推後至
2014年出台。「在中、美兩國領導換屆前的一年，若
想實施改革都是最艱難的。不過，改革是一定要做
的，但是兩個國家裡面不會很快發生這個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

京報道) 經濟增速的放緩究竟是
在宏觀緊縮政策背景之下的周
期性回落，還是意味中長期增
長潛力的下降？對此，多位官
方經濟智囊昨天在2011財新峰
會上指出，在未來的10年裡，
中國經濟只能指望8%至8.5%的
平均增長速度。在此背景下，
需防範經濟在短時間內大幅度
下滑產生的風險，同時探尋新
的增長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

部委員李揚發言指出，今年中
國的貿易順差在GDP中所佔比
例低於2%，成持續下降趨勢。
受金融危機持續發酵帶來的影
響，中國未來將面臨長期低迷
的國際環境，出口進一步受縛。

明年須防四大風險
另一方面，中國亦在「自調」

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發展模
式，這兩種趨勢在未來都將進

一步加強。這造成中國經濟發
展中三個最主要需求因素（出
口、投資、消費）中的出口弱
化，影響GDP將因此下降1至2
個百分點，預計在未來10年，
中國只能指望年均8%至8.5%的
GDP增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世錦亦認同中國經濟發展將
減速，他指出，當前多種跡象
均表明經濟增速回落成定局。
如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投
資份額持續下降；傳統發達地
區廣東、北京、上海等地的

GDP增速位列中國多地區之
後，上海的投資甚至出現負增
長；市場對融資平台和房地產
的投資潛力開始看衰等。

利於經濟結構轉型
他指稱，明年需 重關注四

方面風險：一是地方融資平台
集中還本付息的風險；二是房
地產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三
是增長放緩導致部分行業產能
過剩，出現大面積虧損的風
險；四是國際經濟再次下滑對
中國經濟造成衝擊。

李揚指出，「城市化」是中
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動力。他
認為，工業化、城市化是中國
經濟發展的「雙生動力」，現今
工業化發展到了中後期，城市
化則方興未艾，未來中國的投
資方向將更多與「城市化」相

聯繫。為降低交易成本，吸引
建設資金，需優化投資資金來
源結構，如推進地方政府發行
債券進行融資的正規化、體制
化、法律化；鼓勵「拿自己的
錢辦企業」，吸引民間投資和引
進外資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

報道) 多位經濟學家指出，在中
國保持GDP快速增長，財政收入
維持大幅攀升背景下，國民經濟
的資源配置效率卻退回至上世紀
80年代中期，即佔有大量資本、
土地、勞動力資源的企業效率低
下，並未創造與其規模相符的財
富，該現象在國營企業內表現最
為明顯。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成
功的經驗在於「打破大鍋飯」，若
此種行政干預分配、巨頭壟斷資
源的現象進一步加強，中國或重
回「大鍋飯」時代。
香港大學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

教授許成鋼在2011財新峰會上表
示，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資源
合理的配置，決定了經濟以合理
的結構長期增長。但近幾年由於
行政干預市場的力量增加，全國
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也逐年嚴
重。後果不僅降低了國民經濟效
益，更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
問題，而資源配置扭曲得最為嚴
重的領域為大型國企。

資源錯配 窒礙發展
太盟投資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單偉建表示，在行政過度干預
與權力尋租現象日益猖獗情況
下，中國資源配置嚴重扭曲。
「我們有這麼多的國有企業，可是
據相關調查，這些國有企業的資
源利用率遠低於自負盈虧的民
企，資源配置出現問題產生低效
率，這實際就是由政府掌勺的大
鍋飯。」單偉建說。
為此，單偉建指出，這種扭曲

的資源配置方式影響了中國經濟
由投資向拉動消費的轉型，使得
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增加。如若
把「大鍋」打碎，重新整合、合
理分配資源，中國的資源利用率
將大幅提高，企業效率亦將得到
極佳改善。許成鋼說，「這意味
中國不需要進口更多的資源，

僅優化現有資源，就可製造更多
的GDP。」

據 中 新 社

杭州12日電

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
「歐元之父」
蒙 代 爾 ( 見

圖)12日在杭
州表示，中
國 應 與 美

國、歐洲分享全球權利，人民幣與美元、
歐元應共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貨幣。
他支持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並

不斷提高人民幣在SDR的權重，達到與其
他主要貨幣相同的水平。美元、歐元、人
民幣三種貨幣應成為新的國際貨幣基石，
並據此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但這需要
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支持。
在杭州舉行的中國黃金高峰會議上，蒙

代爾同樣支持將黃金納入特別提款權。黃
金作為儲備，可以為通脹發出預警。即使
再過100年，黃金仍會保留在貨幣金融體
系中。
但全球黃金儲備有限，加之部分國家反

對，蒙代爾認為，難以恢復原先的金本位
制度。與全球GDP總量相比，黃金的儲
備、供應量實在太少。
蒙代爾談到歐洲問題時表示，歐元是世

界第二重要貨幣，它在過去10年內是成功
的，實現了預期目標。如果沒有了歐元，
歐盟會分崩離析。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京華時報》報道，銀
監會前主席劉明康(見

圖)11日在2011財新峰會
上透露，截至9月底，
地方融資平台貸款的清
理整頓進度已經達到
60%。
劉明康表示，在10.7

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務
中，80%來自銀行貸
款，但由於「早發現、
早干預、早處置」，整
體風險可控。
他進一步解釋說，由

於監管當局及時要求銀
行業對平台貸款逐包打
開、逐筆評估、逐步整
改、保全增信，目前的
平台貸款覆蓋率已有較
大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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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財
新網報道，高盛投資
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兼
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
銘(見圖)昨日在財新峰
會上對新一年形勢分
析時表示，如果是看
未來一兩年，中國經
濟不會硬 陸。
哈繼銘稱，一個國

家老百姓的儲蓄率很
高，資本賬戶是關閉
的，這個國家又沒有
欠多少外債，而且政
府對於國內資源的掌
控和支配能力很強，
這個國家經濟很難出
現硬 陸。效率不一
定是最高的，但是在
抵禦外來衝擊的時候
可以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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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中國銀監會副主
席蔡鄂生(見圖)昨日在北京
表示，金融創新應可持續，
並符合實體經濟和消費者的
需求，亦應利於微小企業和
「三農」產業發展。當前一
些金融創新，如擔保債務憑
證(CDO)、信用違約互換
(CDS)等，實際上「離實體
經濟十萬八千里」。
作為金融監管者，蔡鄂

生指出中國的金融創新應
注意4點：首先，金融創新
必須符合實體經濟的需
求；其次從監管角度防止
行為不當或違法行為造成
的監管套利；第三，應限
制金融創新過度的風險。
第四，要建立防火牆，防
止風險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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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10日首度亮相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

年會之後，中國證監會新任主席郭樹清

昨日再度現身2011財新峰會，並在論壇

閉幕式上發表演講。與上一任證監會主

席尚福林在履新數月之後方首度公開演講相比，郭

樹清在上任10餘日之內即兩度露面，行為似乎更為

高調。不過令媒體有點失望的是，他並未發表關涉

中國證券市場的任何言論，演講主要是專注於中國

經濟的深層次結構問題。

與10日出席國際金融論壇2011全球年會時隻字未

涉資本市場話題一樣，郭樹清昨天在2011財新峰會

上，以一名學者型官員的身份就世界經濟再平衡問

題發表了演講。他關注的內容是生產要素流動議

題，演講題目為《努力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間自由

流動》。講演歷時40分鐘，論述內容包括16點，關

涉農村發展多項議題，他本人在講演結束之後笑

言：「我講的可能不是大家最想聽的，卻是我認為

最重要的。」

■房廈

履新半月兩露面
郭樹清避談股市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
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房廈 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研究員吳敬璉表示，經
濟下行倒逼改革提速。
圖為內地某車廠的工人
在組裝汽車。 新華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世錦。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指出，中國未來將面臨長期低迷的
國際環境，出口進一步受縛。圖為江蘇連雲港港口。 新華社

■ 國 務 院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員吳敬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