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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于法治化与系统化理念等考虑，《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研究》的研究对象并非绝对的限制在政府
一极，也不完全囿于掌握宏观调控工具的权力主体，而可能因论题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展，如对行政权
力之外的最高人民法院、宏观调控主体之外的国家统计局等有所涉及，但论证中心聚焦于中央政府及
政府部门的权力关系与结构这一点上是明晰的与无争议的。

黄亮专著的《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研究》从大体结构上分为3个部分，分别为理论基础部分、权力
主体与权力配置部分，以及对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的法治匡正部分(以下简称“法治匡正部分”)。
全文共计5章，其中，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对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的基本问题进行界定和厘清；第
二部分即权力主体与权力配置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是本书的主干内容；第三部分即
法治匡正部分的论述由第五章承担，是对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集中探讨，作为第二部分制度研究的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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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金融危机以来宏观调控的政策转向 （1）宏观经济背景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这场危机蔓延到中国的时间又恰好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快速多变的2008年。
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与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不约而至”，我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
针对这种形势，中央及时出台调控措施，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国
民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
但进入2008年下半年，受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持续冲击，我国经济增速
还是出现了加速回调的趋势。
当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只有9％，比上一年的全年GDP增速下滑了2.9个百分点。
2008下半年与当年上半年相比GDP增速回调了1.4个百分点；尤其是工业增加值出现大幅、加速下滑的
状况表明当时的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2）措施与绩效 以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为标志，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转向。
会议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
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根据中央精神，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
措施以拉动经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
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尤其是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基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同时统筹国际经济形势，推出了4万亿
元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其投资主要分布为：第一，民生工程，投资比例多大44％，包括保障性安居
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资。
与此同时，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占了整个4万亿元投资的16％；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民航、港口、重大水利工程，这方面投资占了23％；汶川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占了14％；其他公共支出占3％——2009的投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缺口，
加强了薄弱环节，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数据也反馈出积极信息，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整体背景下率先复苏，成功实现了8.7
％的强劲增长，而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国内消费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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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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