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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的最新调研成果，书中对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坚信21世纪将是中
国重铸辉煌的世纪。
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深入调查浙江经济崛起的原因，提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形式
。
二、跟踪分析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情况，提出要以新型工业化取代重化工业化。
三、研究破解“三农”难题的政策措施，提出以劳力换土地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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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新立，194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中国政策研究学会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会长。
196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
1970-1978年任邯郸矿建指挥部技术员、副科长、副处长。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获经济学硕士。
1981-1987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处级调研员、副组长。
1988-1990年任国家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
1990-200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计委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
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发展计划学、信息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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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调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

章节摘录

　　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对
于我们制定新世纪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制定好“十五”计划，非常重要。
　　（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总的来看，有五个方面特点：　　1．买方市场已经出现，需求不
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结束
了建国后长期困扰大家的商品短缺问题，出现了低水平、结构性、阶段性商品过剩。
1998年供大于求的产品比重占25％左右，1999年增加到75％．2000年这个比重还会进一步扩大。
这种买方市场的出现，要求我们从事宏观经济管理的同志，要从过去那种研究供给管理为主转变到研
究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调节需求的变化，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2. 中国的农产品和一般工业品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现
在中国粮食产量稳定在五亿吨左右，占世界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超过了世界平
均水平。
中国肉类产量已占世界产量的28％，鸡蛋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一，水产品产量占世界40％，中国人均动
物胜食品占有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民膳食质量已经达到了一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工业来看，中国的煤炭、电力、钢、水泥、化工产品、化肥产量等居世界前列，家电产品、服装、
纺织产品居世界第一位。
说明中国工业产品在数量上已基本满足市场的需要。
下一步发展，就要从过去粗放型数量扩张向集约型质量效益增长转变。
　　3．从体制上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中国已有90％左右的商品价格由
市场来决定，市场对资源配置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已达3万亿元，能支配的资金包括各种基金、外国政府贷款、金融机构
贷款、政策性贷款也只有三四千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7％，93％的资金投向由企业、银行决定
，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但是，就市场体系来看，还很不完善，社会资金运转80％仍然是靠银行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例只
有20％。
另外，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都还很不成熟，下一步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
　　　　4．国内外市场联系已十分紧密，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　　
现在中国外贸的依存度已经比较高了，占贸易总额的33％左右，说明我们国内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已十
分紧密，市场国际化面临着国际竞争。
与此同时，进Ei的开放使外国的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世界排名前500家大企业，有300多家在中国
都有投资。
现在中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已占15％左右，国家大部分重点建设项目都有外资参与。
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来加快中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的波
动，很容易波及中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很大。
加入WTO之后，市场将更加开放，中国经济将面I临更大的挑战与机遇。
　　5．贫富差距拉开，经济收入差距需要协调　　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政策，已取得预期的效果。
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起到了巨大的激励和示范作用。
8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迅速，现在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安徽，中部几个省的速度也已经上来。
但是，目前东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市场规模的扩大。
在新世纪，党和政府要着手解决披个问题。
　　（二）扩大内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从1998年开始，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1993年开始，实行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到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8．8％，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
分点，物价平均每年降低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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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低膨胀，从而实现了“软着陆”。
但是，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中国出口增长20％，拉动经济增长二三个百分点，
而1998年出口只增长了0．5％，几乎是零增长，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变成负一二个百分点。
　　面临经济增长有可能大幅下降的形势，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
近两年来国家发行了3100亿元国债，开工了500多个建设项目，主要是对交通、通讯、国家粮库、农村
电网、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6个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这有效地扩大了内需。
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但1999年经济增长仍然达到7．1％，基本上保持了一
个快速增长的态势。
2000年1至5月份，经济有了回升势头，一季度G9P比1999年增加8．1％，1至5月工业增长超过10％，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了9．5％，出口增长达到了38％，，消费增长达到10％以上。
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这主要是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起到了作用。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政策，坚定不移地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0年，国家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扩大社会投资上，鼓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人企业、外商
来投资，这样能从体制上、机制上改变主要依靠国家发行国债投资的局面，使投资多元化，强化社会
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根据浙江温州、台州等地区社会投资增长很快的情况，我们总结出“一放宽三改善”的经验。
“一放宽”就是放宽社会投资进入的领域，中国加入WTO之后，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都提前对内资开
放；“三改善”：一是改善社会投资税收环境，取消对社会投资歧视性、限制性规定，在项目审批、
用地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保障；二是改善社会融资条件，放宽中、小企业贷款限制；三是改善对社
会投资的服务、咨询等环境。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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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倾听中国经济发展脉搏，洞察产业发展趋势，把握持续发展机遇。
无论您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您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潮流中，无论您是观察者、
研究者还是实践者，您都能从这里获取：最重要、最前沿、最权威的资讯、启示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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