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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

经济资源大量消

耗和漏失现象日益严重
,

某些垄断部门效率低下
,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

不解决这些问题
,

转变

增长方式
、

保证持续发展
、

维护社会和谐的 目标

将难 以实现
。

国有经济问题的症结在政府
,

必须

通过政府改革
,

解决政府 自身的运作方式和机制

问题
,

这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和

谐的重中之重
。

贻
价

价
,

,

士

,

角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的过程
,

而矛盾的演进则外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和内涵
,

也有助午我们把握全球化新的特点
,

掌握

其发展动态并从中获得启示
。

至于全球化未来发展

方向则取决于这些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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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
·

深圳 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于 年 月 日在北京联合

举行了
“ ’

中国经济形势评估座谈会
” 。

会议

学习贯彻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客观评估了

年中国经济形势
,

分析总结了相关经济政策实施中

存在的瓶颈及难点
,

预测展望 了 年中国经济

形势
,

一致认 为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依然是改革
,

并对继续深化改革提出了相关意见和

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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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文对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人均 达到

美元后长达 年的经济发展进程做 了 比较分析
,

发现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绩效远远好于拉美国

家的原因主要是 保持物价相对稳定 投资和消费

稳定增长 制造业发展快 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国

家有效干预
。

而两类国象共同存在的 ’题是 经济

增长方式粗放
、

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

对能

源和环境问题重视不够
。

年
,

我国的人均

已跨过 美元大关
,

以上 国家的经验教训可 以

给我们哪些启示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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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

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匆 及其启 示

郭克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

北京 。。

〔作者简介 」 郭克莎 一
,

广东省普宁县人
·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博士生

导师
。

主要研究领域在宏观经济
、

产业经济等方面
。

除资源型国家如石油国家外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

均 。 达到 。美元
,

标志着经济发展进人了一个新

的阶段
。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

这时国内需求
、

产业

基础和对外经济关系均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

但

是 历史经验表明
,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很好地抓住

加快发展的机遇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

一些东亚国

家与拉美国家就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

经历 多年后
,

一些东亚国家进人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

而一些拉美国

家仍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徘徊
。

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
,

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这里选取了若干对我国具有较强

可比性和借鉴意义的国家
,

来进行比较分析
,

力图从中

获得一些启示
。

人均 尸达到 美元后
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趋势和绩效

一 一些 东亚 国 家经 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
,

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经 济波动 长期增速明显较低

日本
、、

新加坡
、

韩 国和马来西 亚人均 达到
。。。美元的时间分别为 年

、

年
、

年和

年
。

此后 年
,

各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是 经

济继续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转为中高速稳定增长
,

日本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

其 中前 年为
。

后



年为 新加坡达到
,

前 年为
,

后

年为 韩国为
,

前 年为
,

后

年上升为 马来西亚也达到 左右 为 年

平均数
。

而阿根廷
、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在 年
、

年

和 年人均 达到 。。。美元后
,

经济增长出现较

大波动
。

阿根廷的 增长率最高达
,

但 次

出现经济大幅下降
,

年下来
,

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

其中前 年为
,

后 年为
。

巴西的年均增

长率只有
,

前后两个 年分别为 和

墨西哥只有
,

两个 年分别为 和
。

在 年的发展进程中
,

以上东亚国家的长期经济

增长率远远高于拉美国家
,

这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

平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

二 年后
,

以上 两类 国家的 国 民经 济水平 出现

了巨大落差
,

一些 东亚 国家进入 了世界高收入 国家的行

列
,

而拉美 国家仍排徊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从人均 达到
一

美元算起
,

年之后
,

日本

的人均 达到 美元 年
,

翻了 倍
,

其中前 年翻了近 倍 新加坡和韩国的人均 分

别达到 美元 年 和 美元 年
,

新加坡翻了近 巧 倍
,

其中前 年翻了 倍多 韩国翻

了 倍
,

前 年翻了 倍多
。

而同样在人均 达到 。。。美元的 。年后
,

阿根

廷的人均 只有 。美元 年
,

其中到第

年的时候人均 还有所下降
。

根据年度美元币值的变

化
,

年的 。美元只相当于 年的 美元
。

也就是说
,

按等值美元计算
,

阿根廷的实际人均 在

年后还下降了
。

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 在 年后只达到 。美

元 年 和 美元 年
,

分别只翻了约

倍和 倍
。

按等值美元计算
,

巴西 年的 。美

元只相当于 年的 美元
,

实际人均 美元数

与 年前相 比没有多大变化 墨西哥 年的

美元只相当于 年的 美元
,

实际人均 美元

数在 年间也只翻了 倍
。

年前基本上处于同样起跑线上的东亚国家与拉

美国家
,

由于发展趋势的差异
,

年后国民经济水平

出现了巨大差别
,

已经处在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

二
,

影响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趋势

和绩效的主要因素

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长期发展过程的
“

成功
”

与

“

失败
” ,

具有经济
、

政治
、

社会
、

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因
,

还有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背景
,

情况相当复杂
。

这里只就

导致它们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出现不同发展趋

势和绩效的主要经济性因素
,

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

一 能否保持物价相 讨稳 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条件

拉美国家在 世纪 年代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

胀
,

并形成了通胀的惯性
。

一些国家人均 达到

美元之后
,

通胀势头没有得到遏制
,

反而进一步加剧
。

阿根廷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第一个 年
,

年

均通胀率 ①为
,

第二个 年 卜升为
,

第三

个 年提高到 巴西人均 达到 。。。美元后

第一个 年的年均通胀率为
,

第二个 年上

升到 墨西哥的相应通胀率也分别为 和
。

而东亚国家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通

胀率明显较低
,

而且逐步下降
。

日本第一个 年 。

一 。年 的年均通胀率为
,

但第二个 年

就下降为 韩国第一个 年为
,

第二个

年下降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年均通胀率分

别由 和 下降到 和 泰国人均

达到 。。。美元后头 。年的年均通胀率也不足
。

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胀不仅引起经济波动
,

严重影

响社会
、

政治稳定
,

而且使货币不断贬值
,

导致了
“

有

增长无发展
”

的后果
。

按人均 达到 。。。美元后各

国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计算
,

在 一 。。年期

间
,

阿根廷的货币贬值接近
,

而 日本的币值上升

了
,

新加坡的币值上升了 在

年期间
,

巴西的货币贬值也接近 。
,

墨西哥的

货币贬值
,

而马来西亚的币值上升
,

韩国

的币值只下降
。

这就导致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

在人 口 增长率相近 其 中 日本和韩国的人 口 增长率较

低
,

马来西亚的人 口增长率较高 的情况下
,

两类国家

人均 上升的差距大大高于它们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

距
。

东亚国家以人均 卜升
一

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国际地位迅速提高 而拉美国家

人均 上升缓慢甚至下降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受到困

扰
,

在人均 达到 美元的 。多年后仍艰难地徘

徊于谋求发展的漫漫长途上
。

二 投资和消费稳定增 长是经 济持续较快增 长的

重要依托

①这里的通胀率统一使用 减缩指数
。

从拉美和 东亚国 家的 历 史数据

看
,

减缩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 是一致的
,

食品价格指数则相对较

低 见表 无



由于储蓄率的原因
,

拉美国家的投资率大幅度低于

东亚国家
。

。 一 。。 年
,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马

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
、 、 、

和
,

而阿根廷
、

巴西和墨西哥投资率分别只

有
、

和
。

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

头 年
,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和泰国的投资率分别比历

史平均水平提高东
、 、

和 个百分点
,

而阿根廷
、

巴 西和墨西哥分别只提高
、

和 。 个百分点
。

一 的 年期间各国国内投资总额 包括新增固定

资产支出和库存净增加额 的年平均增长率
,

新加坡
、

韩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
、

和
,

而阿根

廷
、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
、

宁 和 一 。

因

居民收人增长慢
、

收入差距扩大
、

贫困人 口 增加等因

素的影响
,

拉美国家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消

费增长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

。 一 年
,

新加坡
、

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私人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和 而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只有 和
,

其中 一 年期间的人均私人消费均为负增长
。

国内需求不足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速度较大幅

度低于东亚国家
,

投资和消费的波动则引起了拉美经济

增长过程的不稳定
。

三 制造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给构变动趋势是影响

经 济长期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达到 。。。美元后
,

工

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
。

农业的增速稳中有降
,

经济增长

主要依靠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加快增长拉动
。

与服

务业相比
,

制造业的增长能够更多地利用国外市场
,

并

通过国际贸易调节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
。

但是
,

拉

美国家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制造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

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较大的拉动作用
·

华
一

年
,

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相比 农业增长率的差别不

大
,

服务业增长率差别较大
,

而制造业增长率的差别很

大
。

这个期间
,

新加坡
、

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服务业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
、

和
,

而阿根廷
、

巴西

和墨西哥的相应增长率为
、

和 前

个东亚国家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

和
,

而后 个拉美国家的相应增长率只有 。
、

和
。

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 年期间
,

拉美

国家与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趋

势
。

在农业比重下降的过程中
,

东亚国家的第二产业比

重相对稳定或继续上升
,

而拉美国家则第二产业比重大
幅度下降

,

结果产业构成拉开了很大差距
。

到 年
,

日本的第二产业 比重为
,

而阿根廷只有

到 年
,

韩 国和马来西亚的第二产业 比重分别为

和 娇
,

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只有 和
。

两者之间第二产业比重的差别主要在于制造业
。

拉美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高不是服务业发展快
,

而主要

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不发达
。

东亚国家制造业的长期

高速增长
,

不仅支撑了经济较快增长
,

而且对于更好地

利用国际市场
,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

起了重要的积

极作用
。

四 收入差距长期过大明显影响杜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

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本来就大于东亚国家
。

基尼系

数是反映收入差距程度的国际通用指标
,

一般认为
,

基

尼系数在 。 一 。 为收人分配比较平均
, 。 一 。

为合理差距
, 一 马 为较大差距

,

而 以上则为

悬殊差距
。 一 年的平均基尼系数

,

新加坡
、

韩国
、

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 。
、

。
、

。 和 。 ,

而 巴 西和墨 西哥分别为 和 。 人均 达到
。。。美元后

,

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

而

且继续扩大
。

从 玲 年前后到 年前后
,

阿根廷的

基尼系数由。 上升为 。 ,

巴西由 。 上升为
,

墨西哥 由 。 , 上升为 。
。

到 年
,

巴西和墨西

哥的基尼系数仍高达 和
。

而 日本和韩国的基

尼系数已下降为 和 。 年
,

泰国下降为 。

年
,

马来西亚则保持在 以下 和

年分别为 。 续吕和 。 一 年期间
,

占总人

口 。 的富人收人与占总人 口 的穷人收人之 比
,

巴西和墨西哥高达 倍和 倍
,

而新加坡
、

韩国
、

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 倍
、

倍
、

倍和

倍 占家庭总数 的贫穷家庭收人占总收人的比重
,

巴西和墨西哥只有 和
,

而新加坡
、

韩国
、

马

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 巧
、 、

和
。

拉美国家收人差距扩大和贫困人口增加
,

既造成社会矛

盾不断加剧
,

影响了社会和政治局面的稳定
,

又制约了

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的扩大
,

影响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

五 政府千预在经济发展阶段转 变过程 中具有重

大作用

政府有效干预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成功 的一大原

因
,

特别是对促进经济发展阶段顺利转变
、

保持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

与东亚国家相比
,

拉美国家

普遍存在着政府干预不力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 当人均

达到 美元之后
,

没有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转

变和工业化过程的演进
,

推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



整
,

导致贸易状况逐步恶化
,

经济增长乏力 没有实行

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

某种程度上放任了分配不公和收

人差距扩大的趋数 没有适时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
,

控制惯性通货膨胀的态势和外债过度增加的状况
,

结果

国民经济受到恶性通胀
、

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
,

宏观经

济不稳定
,

社会和政治局面动荡 没有实施必要的城乡

发展政策
,

控制人 口城市化过快 超过非农就业增长

的趋势
,

造成城市失业和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

同时城乡

差距不断扩大
。

总之
,

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

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力
,

导致很多发展阶段转变中出现的

问题和矛盾激化
,

原来积累的问题和矛盾进一 步突出以

致失控
,

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亚国

家
。

三
、

两类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中共同存在的问题

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
,

一些东亚国家的经

济发展速度虽远远快于拉美国家并使它们之间的国民经

济水平在 年后拉开了巨大差距
,

但两类国家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都忽视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

有些间题东亚

国家比拉美国家更为突出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上

升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

这些问题的影响 日益明显地表现

出来
。

一 经 济增 长方式粗放

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
,

拉美和东亚国家都没有重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拉美国家在国内储蓄率较低的条件下
,

为了提高经济增

长率
,

长期把注意力放在大量引进外资
,

举借外债
,

扩

大投资规模上
,

加 一直处于高通胀的经济环境中
,

企

业不用力推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
。

东亚国家长期

依靠国内高储蓄和大量利用外资
,

通过高投人推动经济

高增长
,

同时借助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出口 导向型

的增长模式不断实现规模扩张
。

可以说
,

几乎所有拉美

国家长期以来都在努力推行着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

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则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暴露了经

济增长方式的粗放问题
。

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

的 。年时间里
,

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旧本可能是例外

都没有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经济增长效率和

质量没有多大改进
。

这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

而东亚国家的发展后劲也不断减弱
。

二 忽视 了经 济和社会的协调 发展

人文发展指数 工 是衡量发展对人民生活影响

的综合性指数
,

其数值为 。 一 ,

指数越高反映社会素

质越高
。

年
,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和马来西亚的

人文发展指数分别为
、 、

。 和 。
· ,

而

阿根廷
、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
、

。 和 。

人文发展指数位次与人均 位次之差
,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
、

一
、

和
,

而阿根廷
、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
、

一 和
。

这表明
,

东亚国

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

与拉美

国家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
。

这一年
,

以上国家人均

达到 。。。美元都已过了 多年
,

一些国家的人均

已经上升到世界前列
,

但大多数国家 除日本外 的人

文发展指数仍较大幅度低于北美
、

西欧和前苏联东欧国

家
,

说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
。

拉美国家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慢
,

无力支撑社会发

展
,

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快经济增长上
,

社会问题和矛盾

不断加剧
,

经济波动还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而东亚

国家则经济发展快
,

相应带动了社会发展
,

一定程度上

掩盖了社会问题和矛盾
,

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

状况仍比较突出
。

大量研究表明
,

不少东亚国家的科教

落后
、

分配不公
、

贫富悬殊
、

腐败盛行等问题也比较严

重
。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
,

这些问题对东亚国家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

三 对能源和环境问题重视不够

从能源使用及其效率看
,

东亚国家的问题明显比拉

美国家突出
。

。 一 年
,

商业性能源人均使用量

的年平均增长率
,

阿根廷
、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 。
、

和 。
,

而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马来西亚和泰

国分 别为
、 、 、

和
, 。

年
,

能源人均使用量按千克石油当量计算
,

阿根廷
、

巴

西和墨西哥分别为 千克
、

千克和 千克
,

而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

千克
、

千克
、

千克
、

。千克和 千克

但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
,

按 年美元计算
,

阿根廷
、

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 美元
、

美元和

美元
,

而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

为 美元
、

美元
、

美元
、 ,

美元和 美元
,

与 。年相 比
,

只有 日本的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
,

其他国家均有所下降
,

其中新加坡下降幅度较大
。

如果

说
,

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
,

东亚国家能源人均

使用量增长明显快于拉美国家
,

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 制

造业比重高 的原因
,

那么
,

大多数东亚国家 除日本外

的能源使用效率相对低于拉美国家
,

并且能源使用效率

在经济较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过程中表现出下

降趋势
,

则反映了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高能耗和能



耗比 币 工升问题 另
‘

加山
,

东亚国家还多数为能源高

进 一 闷
,

、 一 , , 年
,

卞能源净进 , 商业 卜三能

源使用址的比吸
,

只从 洲,

卜降为以 ‘只, ,

新加坡均为
,

韩国则由 花叭
、

上升为跳
‘

丫卜囚际能源供求和

价格波动的情况 卜
,

东亚 家的高能耗和能耗比币 仁

趋势
,

不仪形成
’ ,

’

持续发展的
,

大仄力
,

盯
‘

增少

齐囚能源安个的风 】介

从环境朽染力曲吞
,

东业国家存在肴更为严币的问

题 飞 年
,

阿根廷
、

巴 两和果 西 哥的 几氧化碳人均

排放员为二 下 屯
、

屯
厂

和 吨 分别比 , 〔年 卜降 。

吨
、

升 。 吨和 。 叱 日本
、

新加坡
、

韩国
、

,

与

来西亚和泰卜的 几氧化碳人均排放暇为 勺 吨
、

吨
、

勺 吨
、

吨和 吨
,

分别比 飞, 年 卜升 飞 牛吨
、

吨
、

下吨
、

川叱和 亏吨
。

相对 经济增 长速度和

产业结构 业比重 的趁别
,

东业国家的人均肖染排

放量及其上升幅度均远远高 卜拉美国家
。

这表明
,

在人

均 下,

达到 美兀后长达 。年 泰国为 年 的发

展过程中
,

就这个污染指标而 言
,

东亚国家
一

直存在着

高污染排放的严重状况
,

而 民污染排放程度具有明显加

剧的趋势 其中
,

已成为发达 家的 日本的高污染状况

井没有得到改善
,

作为新兴 仁业化国家的新力坡和韩国

则问题尤其突出
。

这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带来
’

很大的累私冲 毖响
,

形成
’

环保和
‘ 三态的巨 人压

四
、

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勺
,

我川的人均 川
,

按汇率换劝越过

美儿 人关
。

就仃度美 儿 币位的变化 血 击
一 ,

业准 年度的

美儿只相
、

今 纪 刊 年代的 多美儿
。

是
、

以购买力平价 ’
”尸 计算人均

, 。护能吏确切地反映我

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

根据关囚著名纤济学家麦迪森

的研究结果
,

按购买 力平价计势
一

的 飞姚川 年盖一 凯美儿

的统
·

日 径衡量
,

各国人均 ”尸按汇率换算达到 帕。

美 , 以讨的盖 一 凯美儿对应数分别为 阿根廷 飞。旧 年
马 美元

, 一

本 飞 年 下 美儿
,

墨西汾 勺似 年

加马 美儿
,

巴四 下 年 关元
、

韩国 , 年
下 美儿

,

泰国 吕 年 付
一

扮 美儿
、

而我国 , 。 年

为 。美儿左右 也就是说
,

按购灭力
‘ 凡价 计算的人

均
、 ”

与同
一

年 变美儿来进行
一

匕较
,

我 舰之 年的纤

济发展阶段人体 几相
‘

气于黑西份
、

巴 西
、

韩十闷和泰国人

均
,

达到 〕。美儿 寸的水 平 只是相又寸低 于本和

阿根廷的水平 因此
,

我囚 ‘。以 仁东亚和拉关 ,诵家 终有

比性
,

它们 史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
,

对 我国木来

年的发展进程
、

具有 不
一

要的借鉴意义
「、

一 关键是要找到 并 坚持走一 条适合 本国 国情的

可持续 发展道路
,

紧紧抓住经 济持续较快 发展 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
,

充 分用好新的 发展阶段所形成 的各种有矛 条

件

此灼月 , 家石人均
、 。 ,

达到
飞

美儿
,

纤济

较快 发展持续
’

, 年
,

新加坡和韩国的年 平均助 长率

达到 下 林州汗日下 ‘ 饥
, ,

超 过 较 ‘, 创造高速增 长奇迹的

本
,

井
, ,

一

个 卫要原囚就是 , 寻行 ’适 合本 闷情的纤

济发展模式
‘

我 , 均 司勺纤济条件不
,

」拉美 ,
’

易毛 接

近 东业闰家
,

储舒 耗穴和人力资源 卜京的优隽史加明

掀 自临价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

并 拥响扮进改午环

放促发展的较人空问
。

科学发展观的确 众
,

使我们找到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只要紧紧抓住

发展机遇
,

保持政治和子 会稳定
,

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
,

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根本指针
,

不断深

化体制改 革
,

提高对外开放水三 ‘ ,

充分川好各种石利条

件 完个有可能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发展井带动社会全面

进步的战略日标 根据纤济增 长速度前高后低的特点
,

应 当在不断加强发展后劲的基础 卜 力争前 年的年

均增 长率达到
‘冷左右

二 积极探 索市场 经 济 条件下政府管理经 济的有

效方式 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 更好地结合起来 高度

重视控制 通 货 膨胀
、

防止经 济 大起 大落
一

促进经 济平稳

较快 发展

拉 美 家政府
几预不力分致经济和子会矛后累积以

致激化
‘

发展进程受到严 币冲 比 大多数东亚国家在政

府有效 预的条件下
,

也存在着 卜预过强 “。 几
预不足的

问题 未来 年是我闲加快完 善卒卜会 义 市场经济体

制和刀乙放烈经济体系的垂要时期
,

是纤济书会发展进人

迅速 几丁
‘

阶段井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关键时期
,

也

是国际经济社会风二 变幻和经济技术竟争 益激烈的义

杂时期
,

实施适度而有效的政府 丁顶可能比以补任何 寸

候都更加 币要 我们既 要小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浑中的

基础性作用 又要不断提高驾驭 市场纤济的能力
〕

要钊

对 ’场机制失灵 、勺力
、

按照
“ ,

一

个统筹
”

的要求
,

实

施相应的政策
、

法律和行政管理
,

促进纤济社会全 协

凋可持续发展 要处理好
‘ ‘

央和地方的关系
,

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
,

不断提 气政 仃竹理纤济和促进社会发

展的水平
。

拉美国家人均
,

达至」 美 。 而经济 长姆徘了
,



的一个沉痛教训
,

就是持续高通胀严重困扰了经济稳定

发展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到较高阶段
,

导致宏

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应增多
,

要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

控
,

防止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
,

坚持把通

胀率控制在经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
。

在对外开放不断

扩大的条件下
,

既要控制国内的通胀势头
,

又要防止国

外通胀因素向国内传 导
。

要 重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宏观

调控的经验
,

积极探索和形成符合我国特点的宏观调控

体系
、

机制和方式
,

提高综合运用经济
、

法律和行政手

段的水平
。

三 坚持不断扩 大 国内需求
,

促进投资和消费协

调增 长 充分认识转 变经济增 长方式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 一大原因是国内投资率

低
。

东亚国家利用国内储蓄率高的条件不断扩大投资规

模
,

但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
,

经济增长不同程度

地过多依靠出口导向
。

世纪 年代 日本经济陷人持

续低迷和 一些东亚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

与此

有一定关系
。

我国是 一个人 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
,

基本

国情与东亚国家有所不同
,

在人均 达到 。美元

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
,

经济增长仍有西部和农村的广阔

腹地
,

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有着不可多得的良好条件
。

根

据人均 达到 。。。美元后投资率有所上升的一般趋

势
,

我们既要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率
,

更要重视不断扩

大城乡消费需求
,

控制投资规模过度扩张
,

把促进投资

与消费协调增长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
。

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的 。年期间
,

拉美国

家由于经济增长乏力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经济外延

型扩张上
,

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则在经济较高速增长中一

直未能真正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

未来 年
,

我们将

面临着比以往东亚国家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

既要

看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巨性
、

长期性
,

又必须看到

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

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
,

综合运用多

种政策措施
,

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
,

促进企

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
,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

四 根据产业结构 变动趋势和特点
,

大 力推动结

构优化升级
,

提高产业 国际竞争力

制造业不发达制约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

东

亚国家则依靠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支撑了经济较快增长
。

日本人均 达到 。。美元后经济较快增长的 年
,

也是其成为
“

世界工厂
”

的时期
。

新加坡和韩国在此后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超过 日本

,

主要也是依靠

制造业规模扩张的拉动
。

我国的产业结构
一

与东亚国家相

似
,

但制造业比重更高
,

并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更大

优势
。

我们应当适应 自身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和特点
,

抓住国际产业调整转移的重要机遇
,

在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
,

有重点
、

有步骤地加快世

界制造业基地的建设
,

有效发挥制造业支撑经济增长的

潜力
。

但必须看到
,

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和工业比重过高
,

服务业比重偏低
,

会使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 「增长
,

加

剧国际贸易摩擦 与服务业相比
,

制造业的库存 包括

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 影响大
,

其比重过高会增加

经济运行和增 长的不稳定性
。

也就是说
,

产业结构过度

向制造业倾斜
,

将存在着经济增长受国际市场影响和经

济波动度较大的风险
。

针对这个问题
,

一要不断提高产

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
,

大力发展国产知名品

牌
,

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

促进有优势的制造业基地向

世界制造业中心或分中心发展
,

提高适应和影响国际市

场的能力
。

二要把积极引进外资发展服务业
、

积极实施

制造业
“

走出去
”

战略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

合起来
,

逐步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
、

制造业比重过高
、

低层次加工业比重过大和区域产业结构同构化的状况
。

同时
,

作为一个人 口大国
,

我们要坚持巩固和加强农业

的基础地位
,

长期保障粮食安全
,

以此为条件促进产业

协调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
。

五 新的 发展阶段要更加 注重经 济和社会的协调

发展
,

形成和维护 良好的 发展环境 更加注重经 济发展

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

坚持可持续发展

拉美和东亚国家都没有处理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的问题
,

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上不去
,

后者则主要是过

度偏重于经济发展
。

与它们当年的发展过程相比
,

现在

的国际环境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企业发展也

担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

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

加直接和突出
。

在我国未来的长期发展中
,

必须把经济

和社会协调发展放到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上来
。

要在坚

持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

通过加快经济发展
,

加大对社会

发展的带动和支撑作用
,

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

着力

促进就业增加和分配公平
,

不断解决或缓解经济发展进

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东亚国家在人均 达到 。。美元后经济持续较

快增长的过程中
,

一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能源使用和环

境污染问题
,

并且具有加剧的趋势
,

年后形成
一

经

济社会发展的很大压力
。

我国的能源使用总量远远大于

任何一个东亚国家
,

人均使用量正在加速增长
,

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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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明显较低
,

环境污染也相当严 电
。

在新的国际

环境中
,

能源问题 日益对各国形成严峻挑战
,

环境保护

的压力不断增大
。

因此
,

我们应当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
,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

把能源资源的战略

和安全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
,

人力发展循环经济和

清洁生产
,

全而建设 、
’

约型经济体系和节
一

约州社会 进
,

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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