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 修正对中国经济有何形晌∀

主持人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茄

修正数字是一大进步

主持友 ∃ %% &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经

济普查
,

让我们的 ∋ (统计数据在一夜间

婚加了 ∃) ∗ 万亿元
,

也证实了国内外一些

机构对中国 ∋ (被低估的猜提
。

如何评价

这次国家统计局对 ∋ (数字的修正 ∀

钱顺, 统计局做的这项工作非常伟

大
。

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经济的信

息
。

其实我们者憾觉服务业被低估了
,

但

是一直没有证据证明
。

半年多前在找不到

证据的情况下
,

我们只能找一个跟中国发

展水平类似的国家
—

印度相对比
。

西方

国家对印度的统计水平是相当认可的
,

所

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中国服务业的

八个类和印度的比较
。

拿印度 ∃+,− ∃ 年和中

国 ∃+,− ∗ 年已经有的数据比
,

在中国
,

服务

业占 ∋( 的 ∗& ∗ .
)

印度则是 /% )0 .
,

差

12 )& 个百分点
。

其中批发
、

零售
、

餐饮一

项就差了 2) 0 个百分点
。

这是不可能的事

情
。

中国的软件不如印度
,

金融不如印度
,

但批发零售
、

餐饮业不可能也不如印度

吧 ∀ 其次
,

交通运输仓储业
,

我们数字也

比印度低 ∃点多个百分点
。

但我们的公路
、

交通是公认比印度强的
。

第三项是房地

产
。

这三部分加起来就比印度低了 1& 个百

分点
。

我在半年多前写的一个短文也提到

中国跟印度发展阶段差不太多
,

印度的统

计比较被认可
,

从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
#

中国的 ∋ (被低估
,

而且是因为服务业被

低估
。

现在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

贾康 # 对于 ∋ (的调整势必联系到

很多宏观的判断
,

进一步引申到对原来政

策的基本定位和要领把握的重新审视
。

∋ (调整之后很多人士反映我们完成
“

十

一五
”

的目标太容易了
,

虽然这话有些

过
,

但至少表明可以提前一到两年完成
,

这些与对中国发展趋势判断有关
。

跟这个

相关的还有一系列指标比如财政赤字占的

∋ (指标
,

现在是往下修了
,

我们原来判

断可能是偏高一点
。

现在 ∋ (调高了
,

这

种指标表现的风险是降低的
。

还有一个大

家特别关心的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 ∋ (

的比重这块又会下来一部分
。

还有一个宏

观税负问题
,

因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是

高还是低
,

要做很多修正
,

无论怎么修现

在肯定是向下修正的
。

这些对于我们的政

策分析和以后政策的把握都是有影响的
。

因此
,

我个人觉得
,

统计局做这项工作非

常有价值
,

因为决策的科学性源头是必须

要有尽可能客观准确的数据支撑
。

陈兴动 # ∋ ( 调整肯定是极其重大

的事情
,

我非常赞赏统计局的工作
。

我做

了十几年中国经济学家
,

满世界跑
,

背后

时时刻刻替统计局解释
,

因为很多人说统

计局的数字逻辑上有问题
。

所以
,

我认为

此时 ∋ (调整本身是非常必要的
,

也是最

低程度的调整
,

可能还有比较多的低估部

分没有体现出来
。

但肯定地说这已经比原

来大大前进一步了
。

新一轮市场泡沫会否加剧

主持人
#
统计数据是经济学家分析

工作的依据和根基
,

如果数据出现了很大

的偏差
,

那 么过去做的很多细致的结构性

分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

现在统计数据进

行这样大的修改
,

时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

经济是否有影响 ∀ ∋ (的大幅修正
,

在

投资
、

消费和人民币汇率方 面的未来政策

上有没有影响 ∀

袁钢眠 ∋ (修正不仅对我们认识和

分析中国经济有很大影响
,

而且对经济政

策也有很大影响
。

第一个问题
,

投资与消

费的比例
,

这两年一直在争论
。

投资率真

的达到了那么高
,

消费率真的降到那么低

吗∀ 这几年中国经济运行及市场机制功能

发挥情况比前些年好得多
,

扩大投资的政

策力度减弱
,

消费明显上升
,

投资和消费

比例应当得到改善
,

但是数据表现出来的

情况反而更加不合理
。

我们无法解释
,

以

为是投资和消费的统计分类出了什么问

题
。

现在看来
,

这几年快速发展的服务业

收人及消费支出漏报
,

是造成投资和消费

比例数据不合理程度加重的重要原因
。

第二个问题
)

数据变化造成的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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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变化
,

对未来有关结构调整方面的经济

政策影响特别大
。

近两年宏观调控和中长

期发展政策对能耗问题很重视
,

最近国务

院刚刚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文件
,

有关

部门把节能问题提高到居于所有问题之上

的首要位置
,

都是以能耗过高
、

能源使用

效率下降的数据为据的
。

政策部门对能源

使用情况如何判断
,

直接关系到产业政策

及经济政策的制定
,

对产业发展及经济发

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

新数据改变了对能耗

程度的认识
,

因而也会影响到政策的力度
。

第三个问题
,

新数据会影响到对收

入分配状况的认识
。

新数据将使城镇就业

者和收人水平提高
,

这次普查把城镇居民

收人调高以后
,

城乡收人差距将会更大
。

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 3#∗
)

∃
,

新

的数据将使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
,

矛盾会

更加尖锐
,

宏观政策的压力更大
。

区域经

济差距可能会扩大
。

钱顺, 这次 ∋ (的调整对经济的判

断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 “

十一五
”

还没有开

始
, “

十一五
”

规划对经济的判断和数字
,

这次普查提出了疑问
。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

的问题
。

由于我们的经济受到各种政策的

影响
,

而这些政策又基于对整个经济的判

断
,

这些判断又基于这些数字
,

所以我认

为这一调整会对经济有重大影响
。

这里有

宏观的层面
,

比如说4∃+ 广义货币供应量

指标 −对 ∋ (的比率调整
,

会影响货币政

策
。

经济结构方面
,

现在普遍的判断是中

国的服务业太低
,

中国的投资太多
,

中国

的储蓄太多
,

出口太多
,

能源消耗太高
。

“

十一五
”

中只有两个数字
,

其中一个就是

关于能源消耗的
。

所以可以看到对经济的

判断
,

五年规划都是基于 ∋ (这个基本数

字
,

一旦这个数字改了所有东西都要改
。

问题是改多少∀ 假定第三产业加五个百分

点
、

十个百分点
、

十五个百分点
,

这些比

例将如何变化∀ 这些新的数据统计确实是

一个冲击
,

我们对我国的经济结构需要有

一个重新的认识
。

陈兴动# 按照现在的数字来看
,

中国

在世界上现在已经是第六大经济体了
,

今

年统计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将会往前提两

步
,

肯定超过法国
,

要跟英国 ∋ (差不多

了
。

中国的 ∋ (比以前大了从国际意义来

讲
,

好处就是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

信心
。

坏处有三个
#

一是人民币升值的压

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

二是关于 5( 6 的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
。

三是要对社会尽到的义

务等等
。

微观角度讲
,

投资者觉得投资中国

的风险下降了
,

特别是金融行业
,

比如说

7 (6 不良贷款率
,

出口 占 ∋ (比重依存

度下降
,

贷款对 ∋ (的比重都在下降
,

这

些下降将会重新回头判断我们的银行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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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么糟
。

这对国外的投资者来中国投资

是有利的
。

但是很有可能兴起一股新的热

钱涌向中国
,

中国可能面临新一轮市场泡

沫的加剧
)

比如人民币如果升值
,

五年以

上的资产泡沫会急剧积累
,

因为中国社会

保障体系不好
,

国家欠债比较多
,

有可能

导致泡沫经济以后承受不了
。

李稻典# 很多人认为
,

统计数据的调

整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没有改变
。

比

如说消费过低
,

投资过高
,

固定资产形成

比重过高
,

出口依赖很大
,

顺差很大
,

这

些问题没有改变
。

对这个问题我总结为
“

两变一不变
” 。

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计

算
,

比如说投资率调整之前是科.
,

调整

以后降到∗8 .
,

调整以后今年的固定资产

占 ∋ (的比重也能到&% . 的水平
,

这在中

国的历史上和东亚的历史上看都是非常高

的
。

还有 49我计算
,

调整之后是 10% .
,

这个比重也是非常高的
。

比如贸易顺差
,

今年尽管 ∋ (调整后也能占 ∋ (的 & .
。

出口经过调整之后占∃: .
,

这些都是非常

高的数字
。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问题没有改

变
,

变的是两个方面
#

一是经济结构改变

了
,

比如地区差距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加

剧
,

再比如说 ∋ (能耗改变了
。

第二个
“

变
”

是国际对中国经济看法的改变
。

比如

联合国会费可能更多了
,

还有一系列国际

政治
、

国际外交的影响可能会接踵而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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