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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和波动。
消费和投资作为两个重要的国民经济指标，始终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是否协调，对市场运行和经济运行产生着全局性影响，是整个宏观经济的
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现象逐步显现，其深层次原因就
在于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失调，这突出表现在投资率的长期偏高和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消费和投资的非
均衡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之一，而对于中国转型时期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矛盾，西
方经典的消费、投资理论并不能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针对当前困扰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以消费、投资
关系的调整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对西方比较成熟的经典理论的回顾，力求从全新的视角揭示消费和
投资关系的特点、实质及作用；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变化，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的
成功调控经验，提出解决我国消费、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目标及运行机制。
希望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解决、市场运行机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进一步提升提
供理论依据和解决思路，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的研究重心是中国转型时期消费和投资关系的调整
及其运行机制。
全书内容分为三篇十章。
　　理论篇（一～三章）：第一章，消费和投资关系的经济学解释。
消费和投资关系，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基本关系之一，涉及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和观点。
本章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历史文献的回顾与评析，厘清研究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基
本思路，以此作为《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指导，为探
讨我国的消费和投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持。
　　第二章，消费和投资关系的性质和意义。
本章从生产、市场和分配三个角度阐述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从生产的角度看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从
市场的角度看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从分配的角度看消费和储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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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当前困扰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以消费、投资关系的调整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对西方
比较成熟的经典理论的回顾，力求从全新的视角揭示消费和投资关系的特点、实质及作用；同时，结
合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变化，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的成功调控经验，提出解决我国消费、投资
关系失衡的调整目标及运行机制。
希望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解决、市场运行机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进一步提升提
供理论依据和解决思路，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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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鼓励私有化经济，吸引海外投资　　二战后的巴西，一直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加速了工
业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造成了对民族经济的垄断，过度地保护国内市场和国有企业。
这期间，巴西政府禁止外资参与国家有战略目标的经济部门，严格控制外资的直接投资，同时限制国
内私人企业的投资，影响了整个巴西经济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国际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后，巴西开始注重投资的规模及其合理性。
政府开始推进私有化改革。
大规模地开展国有企业私有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2.扶植中小企业和新兴技术创新企业，扩大国内外投资规模　　和印度相同，为了扩大投资规模
和提高投资质量，巴西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
如信息、科研等给予了政策上与资金上的大力支持与偏重。
　　3.采取积极的金融政策，刺激投资增加　　巴西在政策上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各个行业，力求在
稳定的消费规模下，提高投资水平，拉动经济的增长。
　　一是为了吸引外资的注入，巴西政府采取了高利率政策，吸引外来的短期资本。
尽管这种政策会使投资的资本具有不稳定性，但确实使巴西经济在短期内得到了发展，并为以后的增
长积攒了一定的资本。
　　二是为了鼓励国内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巴西的银行向中小企业和新兴技术行业中需要发展并且对经济有促进作用的部门，提供贷款优惠政策
。
巴西经济社会银行作为巴西主要政策性银行，每年为拥有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
此外，巴西的政策性银行管理政府设立的风险基金，并利用其资金向新兴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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