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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
國家統計局局長
馬建堂(見圖)17日
說，過去支撐中
國經濟高速發展
的 優 勢 有 所 弱
化，中國經濟較
快增長面臨的約

束在增強。

勞動力資源優勢在弱化
馬建堂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經濟

峰會」年會上說，中國勞動力資源優勢在
弱化，人口紅利在減少。2011年，中國勞
動力資源佔總人口比重第一次出現下降。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100個就
業人口或者是勞動適齡人口扶養老人20
個，而且這個比重在比較快速地增長。
中國老齡化將進一步加快，「作為生產

要素的勞動力在減少，需要負擔的老齡人
口在增加，不可能不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產
生影響。」馬建堂說。
馬建堂說，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

國際化是中國經濟長期保
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因
素，這些因素總體還沒有
改變。目前，中國仍然處
於工業化進程中，工業發
展仍然很快，同時中國的
工業生產能力相當大比重
是為世界市場服務。
馬建堂說，城鎮化將極

大改變中國的生產方式、
消費方式。如果農村居民
轉移到縣城，再轉移到縣
級市，再轉移到地級以上
的城市，人均消費型支出
增長很快，這將提供強大
的需求力量。此外，城鎮化率的提高，伴
隨 基礎設施投資的較快增長，「如果有
強大的需求拉動，這個經濟體能不增長
嗎」？

資源環境約束日益突出
馬建堂強調，中國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

突出，經濟高速成長背後是對能源資源強
大的消耗。和世界相比，中國人均佔有資

源量很少，能源消耗很大。儘管污染防治
取得很大進展，但污染物排放還是中國面
臨的突出問題，環境污染嚴重，治污成本
增長很快。
「無論從資源環境的角度看，還是從資

源環境的供給角度來看，中國高速成長面
臨的約束在增強。」馬建堂說，只有進一
步加大轉方式、調結構的力度，才能推動
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由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主

辦的「中國發展高
層論壇2012經濟峰
會」17日在北京開
幕，論壇主題是
「中國和世界：宏觀
經濟和結構調整」。

過去一年轉型成本太高
吳敬璉認為，「十二五」開局之年，經濟

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投入太
多，成本太高，用這樣一個方式實現經濟發
展方式的轉變，是不可持續的。吳敬璉表
示，其原因是體制性障礙還沒有消除，有利
於創新和創業的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也就
是推進改革不力的問題，仍然沿用過去的政
府主導的發展方式推進產業升級。
在回應論壇主持人關於給「十二五」開局

之年打分的問題，吳敬璉表示，「從一年來
看說得過去，但是從五年來看，我很擔
心」。吳敬璉說，做得比較好的是「九五」，
「十二五」用政府主導方式來推動是不可持
續的，而且埋下了很多隱患。
吳敬璉表示，中央2010年底提出「加強改

革頂層設計，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
破」後，金融改革頂層設計、財稅改革頂層
設計等都在推進之中。但在進行這些「設計」
之前，中國首先需要通過「頂頂層設計」解

決一個問題：究竟靠什麼發展經濟？
吳敬璉認為，此前有強政府、大國企、海

量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的實驗。對這種實
驗，目前已經可以做出結論了。「十二五」
用政府主導方式來推動是不可持續的。「比
如高鐵奇跡，我不是就個別事件，而是指這
樣一種發展方式行不行。另外一些地方，也
用這種方式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掩蓋的問
題正在暴露」。
吳敬璉還稱，2011年總體改革進行得不是

很好，但是一些地方的改革努力給了人們很
大希望，頂層設計與地方創造性主動實驗都
在進行。比如上海提出的國有經濟退出十幾
個領域，以及增值稅改革，廣東提出的民間
組織無需主管機構的改革。

政府轉型滯後礙結構調整
新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

院院長錢穎一在同一場合指出，經濟結構調
整，決策者提了很多年，不可謂不重視，為
何至今難以突破，根源在於政府轉型滯後。
錢穎一認為，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調主要表

現有三：一是投資過高，二是消費過低，三
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十多年來中國都
在延續擴張性財政，其背後則是國家、政府
加強對資源的控制。結構調整難，不僅是投
資、消費、出口比例的調整，根源就在於政
府與企業、與居民、與市場的關係沒有得到
根本性的調整，反而更加扭曲。比如消費低

或儲蓄高，主要不是
因為居民或消費者的
儲蓄率高，是因為政
府的儲蓄高，投資過
高也是因為政府或國
企的投資行為所致。
錢穎一指出，結構

調整不理想，更應關
注制度性的困難、挑
戰和障礙，必須推進
深層次改革，加快財
稅體制改革，調整政
府與居民，與企業，
與市場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
記、副主任、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劉鶴(見圖)昨日表示，
有些學者把中國經濟成
功歸納為國家「資本主

義」模式，這不客觀，也容易產生誤導。金
融危機期間的政府干預只是暫時的，不能反
映中國改革的30年全部實踐經驗。

干預乃應對危機短期做法
劉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經濟峰會」

上表示，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應
歸於五點：一是中國汲取了「文革」的歷史
教訓；二是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三是高度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四
是正確發揮政府應當發揮的作用；五是堅持
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不搞「休克療法」。
他指出，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當全球經濟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的時候，

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直接干預，取
得了很大成績，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
些干預只是應對危機的短期做法，並不能用
於概括和解釋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部
實踐。

未來向市場進口大國轉變
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表示，國家壟斷資本主

義，最主要內容就依靠強勢政府和強大國家
部門，以國營經濟來控制經濟，政府動用強
大資源來投入，來推動經濟發展。「這個觀
點，我們不贊同。」
劉鶴還提出未來中國經濟的四個趨勢，工

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市場化，其中城市
化率仍然有潛力，國際化需要平衡收支，需
要堅持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所謂問題導向
是強調有序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
金融財稅價格出現的問題。
劉鶴稱，中國繼續保持出口大國的地位，

同時根據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變化和新
定位，從出口引資大國向市場進口大國、投
資大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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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規劃的核心，不過多位經濟學家均認為轉型效果並不理想。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小圖)認為，過去一年經濟

轉型和產業升級雖取得一定成績，但投入過多，成本太高。他直言，「十二五」

用政府主導方式來推動增長和轉型，是不可持續的，建議加強「頂頂層」及

「頂層」設計來推動改革，實現經濟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
院原院長張維迎(見

圖)17日表示，國有
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
國進一步成長的最主
要的障礙之一，希望
在5到10年內國有企

業的比重應該佔到10%左右。
張維迎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經濟峰

會」上提出，降低國有經濟比重並不難，它
只是一個政治決心的問題，不存在任何技術
性的困難，因為大量國有企業，尤其中央企
業都已經上市，其股票都有價格，政府可以
通過市場轉讓這些股份到非國有部門和個

人，也可以通過像英國那樣半轉讓、半贈送
的辦法，分給普通的老百姓。

盼資金及資本交易自由
此外，說到金融秩序，只要政府規定的秩

序才叫金融秩序，而百姓數千年形成的秩序
就不是秩序，他認為，「這是完全錯誤
的」。他感覺，近年頻繁發生的集資案，是
因為老百姓沒有真正資金、資本交易的自
由，企業家不能得到所需資金。
張維迎提出，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要

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正如世界銀行在其
《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所提的建議，即國有
企業的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
如果能夠做到這三件事，張維迎認為，未來
10年、20年中國經濟會有一個好的前景。

專家倡國企比重降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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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國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總
經理高西慶(見圖)

昨日在「中國發
展高層論壇2012
經濟峰會」上坦
言，因為中投作

為主權財富基金有點像國企，在海外投資
時受到的有些關注跟商業不是完全掛 ，
交易對手也會給出更多制約。
由於中投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匯金公司

一直被認為具有政策性金融的性質，也擁
有政府的背景，中投公司在境外進行商業
化投資時常常會遭遇被投資國的審查，質
疑其投資目的帶有政治背景，為此，中投
公司一直在撇清與匯金公司的關係，強調
其獨立的商業性原則。
高西慶稱，「我們是一個國際投資者，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國外進行投資。我們在
國外投了好多的錢，去年基本上在100個國
家有投資的審批申請。因為我們的主權財
富基有點像國企，大家深有體會，受到的
有些關注跟商業不是完全的掛 ，我們的
交易對手方，可能會給出更多的制約。」
高西慶指出，中投是按照規則辦事，按

照回報投資國的原則來進行投資，當然有
些時候要進行反擊，有所為有所不為。
他還表示，實際上很多壓力是來自國

內，「比如說你這個買貴了，或者說你現
在不應該投這個公司。我們現在是受國務
院的委派授權來進行投資的，除了這個之
外，你還要謹慎自己的一些做法和一些言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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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
國會不會有
所謂硬 陸
的說法呢？
我覺得永遠
不會有。」

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非
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見圖)對中
國未來經濟保持樂觀。而末日博
士、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努里埃爾．
魯比尼則認為，中國經濟存在硬
陸可能，但若能加速經濟結構調
整，提高消費佔GDP比例，則可避
免硬 陸。

當前最大風險來自美國
在昨日開幕的「中國發展高層論

壇2012經濟峰會」上，對於中國經
濟會否硬 陸的討論備受關注。羅
奇認為，全球再平衡，中國、美國
都需要解決自身的問題。當前中國
經濟最大的風險來自於美國，現在
美國政客談到失業率問題時，出現
新一輪指責中國的浪潮。美國消費
佔GDP比重，已經由過去65%的水
平，上升到71%。這並不是實際收
入增長支撐的，而是泡沫提供的流
動性所造成的，美國消費者大量是
入不敷出的。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
員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也對中國
經濟保持樂觀。他認為中國經濟有
硬 陸可能，但即便出現硬 陸，
中國若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及採取
足夠的政治措施，也能保證其從硬
陸中恢復。

末日博士：須擴大消費
但有末日博士之稱的魯比尼則較

為悲觀。魯比尼認為，中國政府早
就提出要拉動國內消費，但實際上
過去五年間，中國消費佔GDP比重
非但沒有上升，反而在不斷下降，
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不斷增
長，目前已經超過50%。目前經濟
增長依然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在
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投資會收
縮。「如果固定資產投資收縮沒有
伴隨消費的擴張，經濟就很可能出
現硬 陸。」
魯比尼稱，中國出口和投資都在

放緩。商用地產、民用樓盤成交量
都在萎縮；房價已經出現下降；中
央政府對高鐵投資也在減速；地方
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也在減少。「中
國在促進消費方面能否走得更快至
關重要。」而社會保障網不完善、
人口老齡化趨勢、被低估的貨幣使
得進口商品價格昂貴等諸多因素，
造成了中國的高儲蓄率，成為提高
消費的障礙。

中國經濟成功 非因「國家資本主義」

大摩高層：中國不會硬 陸

統計局長稱經濟增長阻力趨強
■吳敬璉認為過去一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投入太多，成本太高。圖為東莞企業現代化的流水線車間。資料圖片

■馬建堂表示，污染物排放還是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圖

為湖北省一家電廠煙囪排出的廢氣。 資料圖片

中國轉型升級 應棄政府主導
「高層論壇」把脈經濟 學者籲推進改革消除體制障礙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經濟峰會」

17日在北京開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