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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投资和出口增长强劲，消费保持活跃，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
。
全年GDP总量达到1023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比2002年的增长率提高了0.7个百分点，经济运行呈
现平稳向上的良好势头。
1998年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度回落，对扩张
性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依赖。
通过坚持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消费和投资需求逐步
回升，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开始增强，对扩张性政策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
这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起点，是1998年以来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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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
原名牛仁权，1938年春在延安时改名马洪。
曾用名牛黄、牛中黄。
2007年10月28日逝世。
马洪出身贫寒，13岁时被当地小学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
他自学中学课程，并协助当地著名爱国人士、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爱国思想日益浓厚。
1936年初，经人介绍马洪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工作，先当录事（即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
车务人员训练班（半工半读）。
在此期间，他当过售票员、行李员、运转员等。
他努力自修学业，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开阔眼界。
马洪曾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为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了许多高级
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有的已走上部门领导岗位。
马洪思维敏捷，善于发现抓住新生事物，凭着勤奋、严谨、执着、求实的精神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
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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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2．生产装备的大型化趋势明显。
尽管水泥生产装备大型化的规模效益非常明显，但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到2002年末全国日
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的生产线只有19条，占全部222条新型干法工艺生产线数量的8．6％。
而2003年在建和2004年拟建的项目中，日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的生产线数量分别为17条和59条，所占比
重分别为19．1％和38．6％。
水泥装备的大型化趋势加快了中国水泥工业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3．行业生产集中度迅速提高。
全国水泥生产企业已由1999年的近8000户减少到目前的4600多户。
1998年前10强水泥企业的生产集中度不到5％，2002年达到8．3％，预计2004年末可以提高25％左右。
海螺集团2002年水泥产销量超过2100万吨。
2003年接近4000万吨，其在建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水泥可达5000万吨，将跻身世界水泥10强，亚洲
排名第一，世界第六。
2004年，预计渤海集团、山水集团和华新集团的熟料生产能力将分别达到1500万吨、1460万吨和1200万
吨，水泥产量可达2300万吨、2230万吨和2000万吨；三狮、中联、天山、亚泰、祁连山、秦岭和天瑞
等集团熟料和水泥的生产能力都可望突破1000万吨。
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提高中国水泥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起到了促进和导向作用。
    总体而言，近年来水泥工业的发展形势是健康的，投资热点集中在新型干法生产线，且主要发生在
经济发展速度快，水泥市场需求大和具有能源、资源优势的地区。
新型干法是目前成熟先进的水泥生产方法，生产工艺已经彻底解决了粉尘排放污染问题，并且能大量
消化工业废渣和城市生活垃圾，减少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使水泥工业转化为实施清洁生
产、节能环保的新型产业。
韩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新型干法水泥已分别占到水泥总量的100％、94％和90％。
在中国新型干法水泥比重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建设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项目，使新型干法水泥市场比
重逐步提高，表明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主流正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当前水泥工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局部地区出现盲目投资、恶性竞争的现象。
水泥销售区域性较强，具有合理的运输半径。
虽然新型干法水泥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盲目投资的现象。
例如，北京周边地区瞄准北京水泥市场新建设的新型干法生产线有24条，新增熟料生产能力1680万吨
。
大量水泥涌人北京市场，出现了局部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企业经济效益明显降低的情况。
二是立窑总量偏大。
虽然近年来新型干法水泥发展迅速，但其占水泥总量的比重仅为l／4左右，75％的水泥仍由立窑、湿
法窑和小型干法中空窑生产。
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工艺落后、能耗高、粉尘污染严重、资源浪费、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存在
一定问题。
三是部分水泥建设项目资源条件不落实。
一些新型干法水泥建设项目缺乏宏观规划的指导，布局不尽合理。
部分建设项目为了降低投资，甚至不见资本矿山，采用民采、民运，矿山开采部规范，矿产资源得不
到合理利用．同时也造成资源和环境的破坏。
    (四)电力行业：供需紧张局面仍将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电力供需形势经历了从严重缺电到供
需平衡，再到缺电的发展过程。
1986年缺电最为严重，时年缺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高达25％和20％；1997年首次实现电力供需
平衡；2002年再次出现缺电现象，当年拉闸限电范围达到12个省市区；2003年电力供需紧张矛盾加重
，共有x个省市区拉闸限电，局部地区已形成瓶颈制约。
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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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和2005年电力供需形势将更加严峻，缺电局面要到2006年后才有可能逐步缓解。
    2003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较为紧张，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全年全国累计发电19080亿千瓦小时，比2002年增长15．3％，其中火电15800亿千瓦小时，增长16．8％
；水电2830亿千瓦小时，增长3．1％。
全年用电量达到18910亿千瓦小时，比2002年增长15．4％，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全年总装机容量达到38450万千瓦，比2002年增长7．8％，增长速度落后于用电量增长速度7．6个百分
点。
全年净增装机2793万千瓦，其中新增水电610万千瓦，火电2009万千瓦，核电171万千瓦。
全国发生缺电的22个省市区的基本情况是：严重缺电的地区包括浙江、江苏、上海、云南、贵州、河
北(南部)、山西、内蒙古(西部)等；由于来水偏少造成明显缺电的地区包括福建、湖南、青海等；其
他缺电地区则是由于局部电网薄弱、气候、电煤供应等因素造成的短暂或者局部影响。
    导致2003年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化工业化
趋势增强提高了电力弹性系数；二是电力基建投资增幅下降造成了新投产的发电装机容量不足；三是
持续高温、干旱和来水不足增加了随机性缺电；四是电煤价格及供应的矛盾和机组非计划停运次数增
加也对电力供应紧张产生一定影响。
    “十五”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工业的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而工业的快速发展又主要来
自重工业加速发展的推动。
重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既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也是国际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反映
。
重工业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中冶金、化工和建材等高耗电行业的不断扩张，直接拉动了全社会电力需
求的迅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力弹性系数除1993年达到1．13以外，其他年份一直小于1，1998年最低达
到0．36。
但自2000年以来，电力弹性系数开始出现大于1的势头，并且逐年提高，2002年达到1．31，2003年进一
步上升到l．69。
电力弹性系数如此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全社会电力供应相对富裕的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在研究编制电力工
业“十五”发展规划时，对“十五”期间宏观经济发展的形势估计不足，对电力需求增长的预测明显
偏低。
根据“十五”规划，“十五”期间用电增长速度约为5％-6％，电力发展相应保持较低的扩张目标．每
年仅安排新增装机容量2000万千瓦左右的规模。
因此，2000年以来电力投资特别是电源项目投资的增幅明显下降。
从电力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例看，“九五”期间为10．4％，2000年为7．2％，2001年为6．9
％，2002年为7。
2％，呈明显下滑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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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包括对农业、工业、物价、财政、金融、人口与就业、外贸等问题的回
顾和展望；《中国发展研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报告的精选，这些报告不同程度地
影响着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国市场发展报告》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对我
国各类市场的分析报告，其中包括消费品市场、要素市场、证券和期货等市场的分析与预测。
三部书的作者除大部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外，还包括部分中国社科院及各部委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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