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

中国经济与社会有明显

“高增长依赖症”

证券时报记者 袁源

实习记者 肖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

瑞龙在日前召开的“

2013

中国金融

改革高峰论坛” 中说，“在目前的发

展模式与利益结构下， 中国经济与

社会事实上具有明显的 “高增长依

赖症”，主要表现为必须依靠高速经

济增长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提

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

入、 应对财政支出压力和吸引精英

人才。 ”

杨瑞龙说， 今年经济运行的 “下

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

防范通货膨胀。 政策重心已从不刺激

调整到稳增长。在当前条件下，稳增长

的有效途径就是稳投资，因此，新一轮

经济刺激计划在所难免。但是，基于上

轮刺激计划的负面效应， 本轮刺激计

划不仅在力度上会大大弱于上轮，更

重要的是会更注重结构性调整。“保增

长”或“稳增长”事实上成了经济政策

的首要目标。

杨瑞龙认为， 中国经济在中长期

仍然具有比较强劲的增长潜力。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严弘：

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迈出三大步

证券时报记者 袁源

实习记者 肖丛

“理财产品的泛滥不是利率市

场化的表现， 而是利率市场化缺失

的结果。”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

究院副院长严弘在日前召开的

“

2013

中国金融改革高峰论坛”中

说， 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只是要一个

可浮动的存贷利率体系， 更重要的

是要有一个真正由市场主导的、能

反映出市场上需求变化的资金价值

发现机制。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

迈出三个大步，即债券及货币市场

利率放松、外币存贷款利率放松和

本币存贷款利率放松。 数据来看，货

币市场交易量增迅较大， 从

1997

年

0.415

万亿， 到

2012

年

188.42

万亿，

增长迅猛。

总体来说，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已有很大的进步。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

场化，需要有更多的金融体系改革，从

金融机构到资本市场， 从去行政化到

有效监管，发展的路还很长。

首先，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利率

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其次，必须改善央

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例如成熟的

债券市场和更为有效的利率基准。 国

债期货的推出是促进利率市场化的重

要一步，其避险、价格发现和资产配置

等功能，有助于债券市场的完善。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把更多资源交由金融市场配置

证券时报记者 袁源

实习记者 肖丛

自上个世纪以来，“唱空中国”

的现象就不曾停止。对此，中国证监

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出席“

2013

中国金融改革高峰论坛”时认为，目

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困

难和问题必然存在， 未来十年或许

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时期。 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在三个鸡

蛋上跳舞，需处理好增长、通胀、转

型之间的平衡。 金融改革和资本市

场发展，将成为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

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祁斌在当天的演讲中，谈及目前

我国金融、经济和社会存在的一些突

出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问题、房地

产问题、 银行理财产品激增与影子

银行问题以及银行资产潜在风险。

他指出， 地方债务与资本市场

关系紧密，一旦违约，将会造成银行

所持地方金融资产的市场风险。 而

主要商业银行已经上市， 这一冲击

将直接传导到资本市场， 投资者将

成为地方债务的部分承担者。 另外

关于房地产市场，他表示，房地产行

业存在非均衡性，往往会出现“正反

馈”效应，即追涨杀跌，无法通过供

求关系的动态调整形成市场均衡价

格，反而会出现市场价格暴涨暴跌。

中国金融经济社会中的突出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业银行在金

融体系占比过高， 资本市场不发

达，不能满足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

需求高度相关。 祁斌介绍，根据对

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表

明，市场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

在面临危机时具有较好的弹性，更

有竞争力。 从长期来看，通过市场

化竞争的方式配置资源是优于其他

方式的。 中国应向市场化的金融体

系努力， 让更多资源通过金融市场

配置去发展。

祁斌认为， 转变传统金融发展

方式已经成为共识。 推动行政体制

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是兼顾增长

和转型的必然选择。

5

月

13

日，国

务院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上提出了“简政放权”，市场化将成

为金融、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主

要方向。

他表示，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

型升级，主要依托于六个方面，即产

业整合与升级、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从外需向内外需平衡转换、加快

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沿海经

济拉动转向加快中西部发展速度、

从关注经济增长单一目标转向建设

美丽中国。

A5

News

要闻

主编：刘纯标 编辑：王昭丞 2013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一

Tel

：(0755)83514124

上交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

资本市场发展关键突破口是市场化

证券时报记者 袁源

实习记者 肖丛

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

学院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的“

2013

中国金融改革高峰论

坛”近日在苏州举行，上交所首席经

济学家胡汝银在论坛表示， 中国资

本市场要成功地实现战略转型，在

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层面就必须回归

常识，建立以市场为本的哲学，推进

以市场为本的改革， 重新构造资本

市场的治理架构和微观基础。 中国

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突

破口是市场化， 并实现法制化的配

套制度建设。

“钱荒” 实乃

实体经济资金沉淀

“关于钱荒，市场上有很多误读

和错误的解释， 钱荒并非钱未进入

实体经济。”胡汝银在探讨目前的宏

观经济政策取向时谈到，“之所以出

现钱荒，且实体经济运转不过来，最

关键的问题是，实体经济扩张过度，

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严重过剩，

这样资金沉淀下去后，无法周转，所

以， 盘活货币存量已成为中国新一

届政府致力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其前提是要盘活中国经济整盘棋，

包括进行一系列政府与经济体制的

改革。 ”

由此，他认为，中国货币增速居

高不下而实体经济疲软乏力的根本

原因，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困

境。要解开这个困境，包括淘汰落后

产能、严格破产退出、国退民进、加

强债务硬约束等等大动作是题中应

有之义。

“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导致部

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企业债务负

担积聚甚至出现大量”僵尸“企业、

以及地方融资平台投资效益低下。

据估算，

2012

年， 中国产能利用率

为

57.8%

。 而自

1978

年以来，中国

的产能利用率达到

72%~74%

才是

最合适经济发展的。 这表明目前产

能过剩非常严重。

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

策和过度的货币供应将导致严重的

宏观经济失衡、 过度投资、 资产泡

沫、价格总水平上涨、巨大的经济波

动和金融波动。

胡汝银表示，整个经济体内隐

藏着巨额的存量债务，导致借新还

旧成为普遍现象，这是货币有效性

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其中相当

一部分已经不产生效益或效益低

下的存量债务，如黑洞一般，吞噬

并沉淀着新增货币。 除了借新还旧

之外，

115

万亿元的非金融部门债

务一年的利息为

6

万亿元以上，也

消耗了社会融资总量的一个可观

部分。

改革核心是

证券产品供给自由化

胡汝银指出了中国资本市场改

革和发展的基本逻辑。他认为，中国

证券市场全面发展和创新， 需要建

设一个强大的场内基础证券市场；

要实现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行， 需要

确保价格的适当性， 这就应实现供

求均衡，确保供求制度的适当性。首

先需要确保政府和监管机构定位及

其行为的适当性， 政府和监管机构

归位尽责，将市场职能归还给市场，

同时将政府和监管机构从繁重的日

常微观行政控制及相应的巨大社会

压力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 而市场化改革核心内

容乃证券产品供给自由化， 包括股

票和债券发行放开， 资本市场场内

衍生品创新放开， 利率市场化和汇

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

自由兑换。

在改革中， 应加快放松存款利

率行政管制的步伐， 大力发展公司

债券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健

全债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并培育

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 在谈及股票市

场改革时， 胡汝银说，“股票及公司

债发行严重抑制导致中国证券业和

直接融资落后。 股价总水平长期偏

高的根本原因， 是行政管制过度导

致证券发行和股票市场供给相对不

足和成为卖方市场 （股票发行排队

过长和申购极度活跃为其重要标志

之一）， 股票发行市场无法出清，刺

激市场长期投机过度。 ”胡汝银提出，

应尽快取消首次公开发行（

IPO

）管制，

恢复正常

IPO

。

他直言不讳道， 需要尽快建立一

个以市场为本的、 成熟的现代资本市

场运作模式。 放松管制，推进资本市

场和证券业的运作机制与国际规范

接轨，推进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的去行

政化和专业分工深化。 放松对一级市

场上股票供给的行政抑制，包括推进

发行上市机制转轨，推进多层次资本

市场建设，着力发展一个发达的场内

（交易所）基础证券（股票和债券）市

场，以市场为基础，以市场主体的主

动行动和恰当的激励机制为基础，构

建资本市场的创新机制， 避免微观金

融创新的政商不分和过度管制。 推进

法律与监管机制改革， 构造健全的法

治秩序。

此外，胡汝银还指出，支持金融衍

生产品市场改革与发展，同时，应将上

交所打造为一个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一

站式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平台， 促进资

本市场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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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中国金融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

，

但仍存

在着巨大改革空间

。

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已露疲态

，

深化改革的

呼声日渐高涨

。

未来

，

利率市场化

、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举措

，

需要加以持续推

进

，

为经济转型助力

。

新一轮改革已经起步

。

在此背景下

，“

2013

中国金融改革高

峰论坛

”

近日在苏州举行

，

多位专家学者和业内资深人士围绕金

融改革与经济转型等热点话题

，

展开激烈讨论

。

国务院发布“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

国务院

17

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

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加强战略引

导和系统部署， 推动我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

康发展。

通知提出了两个阶段性发展目标， 即：到

2015

年，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

带进乡入村，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

50%

，

第三代移动通信及其长期演进技术（

3G/LTE

）

用户普及率达到

32.5%

， 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

到

95%

，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公益机构基本实

现宽带接入； 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

本达到

20

兆比特每秒（

Mbps

）和

4Mbps

，部分

发达城市达到

100Mbps

； 宽带应用水平大幅提

升，移动互联网广泛渗透；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

能力明显增强。 到

2020

年，宽带网络全面覆盖

城乡，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

70%

，

3G/LTE

用户普及率达到

85%

，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超过

98%

； 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分别达到

50Mbps

和

12Mbps

， 发达城市部分家庭用户可

达

1

吉比特每秒（

Gbps

）；宽带应用深度融入生

产生活，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技术创新和产业

竞争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形成较为健全的网

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据新华社电）

陈竺：推“大健康”需建

高规格多部门协调机制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竺近日在

2013

中国卫生论坛上称，必须采取“将健康融

入所有政策”的策略，以改善民众健康，而这需

要建立高规格多部门协调机制。

陈竺还表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需要

注意以下三点：一要转变发展观念，纠正唯国内

生产总值的发展观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真

正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推进“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健康促进型” 发展的各

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追求经济、社会、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是全社会要承担维护健

康的相关责任；三要理顺、整合相关机制和工作

抓手，进一步明确“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目标、

策略和方法，并通过立法、规划、政策手段加以

引导，形成合力。 （尹振茂）

厦门大学报告称今年

中国经济增速将达7.54%

� � � �

� � �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昨日发布研究

报告认为，

2013

年中国经济减速的态势还将持

续，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将比

2012

年降低

0.26

个百分点，达到

7.5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I

）可望保持在

2.45%

的水平。

报告称， 今年中国进出口减速的态势还将

继续，

2013

年以美元、 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

将增长

7.4%

，比去年下降

0.54

个百分点；进口

总额增速可能上升至

5.67%

， 比上年提高

1.31

个百分点。

受“保增长”以及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投资增速预计将有所提高。

2013

年按现价计算

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可能达到

21.36%

，比上年提高

2.04

个百分点；同时，由于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

2013

年按现价计

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

13.12%

，比上

年下降

1.02

个百分点。

报告分析，从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看，

今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主要是经济增速

减缓及体制调整导致的，而且就幅度而言，并没

有改变政府收入占比偏高的格局， 所以不宜反

应过度。 相反，应当视为改革契机，在政策举措

上，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失衡

的大局出发， 顺势推行财政减支并调整财政支

出结构，而不是逆势而动大抓增收。 （贾壮）

7月69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北京涨幅最高

北京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有望近期推出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

7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

69

个，北京涨幅最高，达

18.3%

。 据

内部人士透露，为落实“进一步降低

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价格” 的房

价控制目标， 北京市自住型商品住

房的政策草案已经基本形成， 近期

也将陆续形成有效土地供应。

受刚性需求拉动和近期地价上

涨等诸多因素影响，

7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房价总体仍呈涨势。

70

个大

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的城市有

62

个，厦门涨幅最高，

为

2.2%

； 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69

个，北京涨幅最高，达

18.3%

，其次是

广州

17.4%

，深圳

17%

，上海

16.5%

。

7

月份，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

比涨幅总体继续收窄，

70

个大中城

市中， 环比涨幅在

1%

以上的城市

有

12

个， 比

6

月份减少了

8

个；最

高涨幅为

2.2%

，比

6

月份的最高涨

幅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 其中，深

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环比涨

幅分别比

6

月份收窄

0.8

、

0.3

和

0.1

个百分点；福州、岳阳、南充等二、三

线城市环比涨幅收窄幅度较为明

显，均收窄

1

个百分点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北京房价

同比涨幅继续领涨全国， 但是房价

环比涨幅自今年

2

月以来， 已连续

5

个月呈回落态势， 涨幅从

2

月份

的

3.1%

回落到

7

月份的

1.6%

。

据内部人士透露，为落实“进一

步降低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价

格”的房价控制目标，北京市委市政

府已部署安排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

究推进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和相关

政策。该人士进一步指出，自住型商

品住房的政策草案已经基本形成，

近期也将陆续形成有效土地供应。

其中朝阳区豆各庄乡黄厂村地块，

已经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挂

牌，交易公告第四条明确“本次出让宗

地中除公共租赁住房外， 剩余居住用

途建筑规模建设的商品住房销售限价

为

22000

元

/

平方米，套型建筑面积全

部为

90

平方米以内，单套商品住房总

价控制在

200

万元以内。 ”而该地块周

边二手房目前的均价在

28000

元

/

平

方米左右。 “预计随着这类限房价、竞

地价项目的陆续推出， 将有效平抑房

价。 ”该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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