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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中国经济态势的研判，见仁见智，形形色色，专家观点似乎各有千秋。
但是，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
问题在于不能与时俱进地把握前提。
     研判中国经济必须把握准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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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福卡，取自英文“FORECAST”意为，预言。

    福卡智库首创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学术机构、国有财团、民企合资而成，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独立
运作的股份制研究机构，联合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预测、战略、方案”的研究咨询工作。

    福卡的宗旨是，坚持客观、冷静、中性的科研原则，以福卡独特的穿透、合成、新新的智慧型文化
，破解复杂，研制方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把经济前提弄丢了>>

书籍目录

序言王德培第一编 研判中国经济的前提  第一章 起飞期与机遇期的叠加    未来年％的增长能持续多久   
中国威胁还是被威胁  第二章 起飞期的宏观调控    经济起飞期的宏观调控    世界在“北京共识”，中国
在反省调控    宏观调控的适应性危机  第三章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形势判断    GDP无法反映真实
经济状况    过热还是起飞、递延还是转折、反周期还是反规律?第二编 为什么会把经济前提弄丢了?  第
一章 政府失灵    搞市场经济不知道危机来自哪里    条与块内涵外延全变了  第二章 企业失调    要素配置
传导路线图    以为有个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章 学者误识    顶级专家观点一致的背后    经济学是教授还是
学者  第四章 不确定性因素干扰    中国的问题不在国外在国内    信息混乱和数据失真第三编 前提弄丢
了——宏观大势“混乱”了  第一章 对发展观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就业下跌    农业人口与城市化    农民
主权与政府招商    以人为本与人口过剩  第二章 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最尴尬莫过于地区经济竞合    边际
与失灵一对老冤家    规划，确定与不确定    整合还是改制?  第三章 对城市经营的影响    城市功能是什
么，市长是什么人?    世博进入下降通道第四编 前提弄丢了——重点领域“危险”了  第一章 外贸认识
的正本清源    外贸错判源于wro    外贸依存度是恐惧还是超越  第二章 货币政策从不对称到对称    加息
的信息不对称    M的依据早已过时    信贷安全与财务报表  第三章 金融改革的新视角    银行改革竟然没
有借鉴对象?    问题不在通货的缩与胀    从金融三角债到财政三角债第五编 究竟如何研判中国经济?  第
一章 进入战略时代的中国经济新特征    宏观调控已过了一个阶段，战略时代却真正开始    战略规划时
代的新特征  第二章 中和对峙大背景下的新特征    地方经济改朝换代导致后开发时代来临    下一波改革
的突破口在哪里  第三章 经济改革新动向    经济改革的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变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把经济前提弄丢了>>

章节摘录

书摘未来20年7％的增长能持续多久    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未来20年保持年均7％的增长目标，对此专
家的看法各有千秋，并形成对冲。
联合国有官员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除非“所有发达国家对消费习惯作出极端的改变后”；
国外有些专家就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不一致性对中国的增长提出质疑；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目前
的高投入一高产值、高增长一低就业的增长模式最多也就再持续几年：更悲观的则认为2009年就是发
展与安全的分水岭。
唱多者的理由与唱空者一样多(更有甚者认为还可高速增长100年)，如：作为这一轮增长龙头的住宅、
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所以为持续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城市化远未完成，广大的
农村和西部可供开发；自1998年采取的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性结果开始释放能量等。
    年均7％的增长是汇聚了各领域的顶尖专家的研究后才制定出的，必定有其严谨的论证和推导，只不
过传达给民间的主要是结论，而未将论证过程公之于众。
而且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有关部门制定的种种目标和蓝图(如“三步走”、“五年计划”等)很少有到
期不能兑现的，而往往是提前完成、超额完成，换言之，各种蓝图都规划得比较谨慎。
从全面小康倒推出的年均7％的增长目标，依据以上惯例，极有可能还偏于保守。
    20世纪80年代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计划向市场转轨所带来的制度效率(体制释放)，以土地承包制为
核心的农业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但制度效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减弱，同时整体增长速度也明显放慢，从1984年的13％下降到1989年的3
，4％。
90年代经济转向以要素供给增长为特征的增长模式，主要是靠土地批租、财政投入、吸引外资。
经济增长率1993年曾高达13，4％，到了2001年则下降到7，3％。
可见，以靠大量投资为特征的要素供给型增长的动力也明显减弱了，而且势必还会进一步式微。
如果未来长期保持8％左右的增长是确凿无疑的，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肯定还有新的动力，只不过
现在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罢了。
    数据的变化印证了这一猜测，继持续8年的走低之后，2003年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上升的通道，也即
进入了起飞期。
找出助推起飞的动因就成了解读下一阶段走势的关键。
首先当然是改革以来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基础。
第二就是2001年的“入世”，给了中国兑现国民禀赋的良机，2003年外贸就增长了20％，2003年上半
年。
出口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分别增长了34％。
第三是多种所有制格局的变化，民企日渐壮大，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呈现进一步壮大的态势。
第四是多元化的资本主体使资本市场体现出了更大的活力，企业并购成为潮流，产权改革加快节奏。
    对以上动因进行归纳可以发现，除了改革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可以看作存量之外，其他的新动力都
暗含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作为增长基石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较以往更加自如地流动起
来了。
包括资金、人才、能源、原材料、土地、设备等要素自如的流动为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提供了可能。
这正契合了中国之需，因为当今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问题。
一方面是人均占有的资源很少，原有增长模式面临着各种资源(土地、原材料、能源)日益枯竭的“硬
约束”，注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国企普遍不景气导致其控制的大量资源的效率
更是“低人一等”，造成极大浪费。
中国的体制仍然维系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宣称国有经济是主力军，坚持对许多产业的垄断经营。
如果这一局面得以改观，让更多的要素自由流动，则其自然会从低效率产业(企业)向高效率产业(企
业)转移，届时国民经济也就有望从以前的要素投入型增长跃升为要素效率型增长。
    即使生产要素总量并不增加，由于要素得以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也会产生结构性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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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前提不是生产要素的多寡，而是不同产业间效率的差异性，因而存在一种势能。
改革二十余年在地区间、行业间、不同所有制间形成了要素效率的千差万别，其间潜藏的势能一旦兑
现就可能带来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
这可谓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理论、新思路、新实践。
山东寿光和广东东莞两个城市原来经济十分落后，又没有多向国家伸手要钱，但就是以市场为导向成
功实现了本地区的结构性增长，分别跃升为“世界农场”和“世界大工厂”。
    要素能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自如流动是结构性增长的前提。
好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和趋势。
从区域发展上看，最近发改委官员称，长三角要“打破行政区限制，走向区域经济”，可见对区域整
合冀望之大。
再看产业形势，近期的数据揭示了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幅度快速拉大的罕有现象，有专家称，“人
世”已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已由轻纺工业升级到重化工业，并为以后升级到高新技术工业作准备。
从所有制看，民企进入的领域进一步增多，如新希望投资电解铝，浙江民企争夺电力馅饼等。
可以预见，随着新增长模式的逐渐发挥威力，加上业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存量，“双剑合璧”之下中国
经济将迎来二十余年来的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会更富足，而且会更独立。
（P3-5）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把经济前提弄丢了>>

编辑推荐

今后中国率先现代化的就是三个三角洲，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包括沿海地区)。
这三角洲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发动机，区域内的矛盾也随之而生。
本书采纳了目前正确的关于发展问题的最新观点，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还包括其它各领域
所应该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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