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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今（2012）年 3 月初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時

提出，2012 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7.5%的目標，並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

健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此一經濟政策走向有長期經濟發展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

也有面臨內外在複雜經濟情勢而必須做出的調整，其未來經濟政策走勢及可能的影響值得密切加以關

注。  

一、2012年大陸經濟發展目標和政策 

根據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發展的九大任務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入實施科

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

努力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等。其中，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是中國大陸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

展的根本立足點，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  

 

在此一基本工作任務下，今年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7.5%；

城鎮新增就業 900 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6%以內；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控制在

4%左右；進出口總額增長 10%左右，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同時，在產業結構、自主創新、節能

減排等方面取得新進展，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首度將細顆粒物（PM2.5）等項目的監測列入，今年並將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

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推展。  

 

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上，則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積極財政政策方面，將

保持適度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 8,000 億元（人民幣），赤字率下降到 1.5%

左右，其中中央財政赤字 5,500 億元，代發地方債 2,500 億元。財政投入的主要方向為民生領域、

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以及更加注重加強薄弱環節、加大對

「三農」、欠發達地區、科技創新和節能環保、水利、地質找礦等的支持。此外，也將落實和完善支

持小型微型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以及加強近年來極受關注的地方政府性債務

管理和風險防範。  

 

在穩健的貨幣政策方面，將把廣義貨幣預期增長目標訂在 14%，而調控的重點則是要求優化信貸結

構，支持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加強對符合產業政策、有市場需求的企業

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繼續嚴格控制對高耗能、高污染和產

能過剩行業的貸款；完善人民幣滙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滙率雙向浮動彈性，以及建立健全系統性



金融風險防範和監管協調機制，增強抵禦風險能力。  

 

從近年來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走向看來，自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曾連續三年實施「積極

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期刺激經濟景氣，而 2011-2012 年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

和穩健貨幣政策」，維持經濟平穩發展和抑制物價的過快上漲則是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很顯然的，

財政政策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調控一直扮演著「積極」的角色，而近期內擴大內需，特別是強調民生、

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對「三農」等薄弱環節的投入，以及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和個體工

商戶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將是財政政策和財政投入的主要內涵。從上述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

策的宏觀經濟調控內涵，很顯然的，其政策決策有長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和解決短期經濟問題

的考量。  

二、長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 

30 餘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為中國大陸經濟帶來了國民所得提昇、農村經濟繁榮、對外貿易拓展等積

極的效果，並使中國大陸經濟逐漸與國際經濟體系相融和，但是卻也帶來所得分配不均、區域發展失

衡、城鄉差距擴大……等不利的後果。由於大陸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內外在因素的衝擊，中共不僅必須

隨即採取政策加以因應，而其衝擊更影響到中共長期的經濟發展策略。  

 

為解決中國大陸經濟所存在的問題，並尋求經濟永續發展，2002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揭示了

到 2020 年之前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是要建立「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

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

文明發展道路」，同時要注重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

開放和諧發展的方針。在經濟發展方針上，則提出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軌道的具體途徑，必

須做好「六個必須」，亦即「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

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  

 

從近期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情勢及長期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來看，「十二五」規劃期間

（2011-2015 年），中共經濟發展策略仍將繼續堅持「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方針，將政策

周期較長的「調結構」列於重點政策方向，而「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2020 年）則將社會經濟

領域列為經濟工作的優先重點。  

 

基於此一基本認知，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已進入新一輪調整期。調整的任務主要是要化解經濟體制和

結構上的主要矛盾，而其基本任務則是：其一，提高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二，提升科

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時，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主要是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亦即：第一、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需求層面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第二、要實現經濟發展

方式的轉變，改變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第三、經濟體制改

革的深化和突破，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移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舖陳有利的制度條件。  

 

這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發展策略的調整，充分反映在中共「十二五」規劃的發展目標和經濟

工作任務上。根據中共「十二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訂在



7%，並且將資源環境以及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城鎮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設等項目列為約束性指標，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數純收入、城鎮登記

失業率、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等項目。這些社會經濟發展指標自然會反映在今年的調控政策上。  

 

根據今年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擴大消費需求、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

高居民消費能力等是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工作。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調

整方面，則著重於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進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以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等。至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務工作，則積極強調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

體系、推進醫藥衛生事業改革、做好人口和計劃生育、搞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

以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等領域的工作。  

三、近期間大陸經濟所面臨的問題 

由於面臨外滙儲備快速增長，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以及國內農產品供需失衡等因素的影響，

2004-2007 年間，大陸出現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現象。為此，2008 年中共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便

在於「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兩防）。但是

2008 年年底由於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轉為「擴內需」、「保增長」。為刺激

經濟景氣，中共採取積極財政政策，中央政府公共投資 1.18 萬億元（人民幣），帶動引導社會投資四

萬億元，並採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多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率。在這些刺激經濟景

氣的方案下，2010 年中國大陸 GDP增長率達 10.3%。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表現於農業生產形勢

良好，糧食生產連年增產；工業生產保持較快增長，消費、投資、進出口三大需求也保持較快增長，居

民收入穩定增長等。但是在經濟回復平穩發展的同時，大陸經濟也存在著諸多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必須

加以克服。其中，短期間迫在眉睫的便是足以影響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的通貨膨脹問題。  

 

2011 年中共的經濟發展策略和政策，基本上是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軸，「調結構、穩物價、

保民生、促改革」是經濟政策的主要內涵，而短期間則是把穩定物價總水平放在突出的位置，以確實增

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很顯然的，維持物價的穩定是2011年中共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  

 

基於此，2011 年中共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是從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非常態政策回到經濟正常運行的

狀態，主要任務有三：其一是保證經濟刺激政策平穩退出而不影響經濟增長；其二是合理消化刺激政策

所帶來的通膨壓力逐漸加大等副作用，使經濟平順發展；其三重新恢復為應對金融危機而被擱置的經濟

結構調整，以健全經濟體制。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資料顯示，2011 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9.2%，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

長幅度為 5.4%，這與 4%左右的預期增長目標確實存有相當的差距，而食品價格的上漲一直是近年大

陸物價上漲的主要推動因素。但是若與 2011 年 7 月份消費價格指數高達 6.5%相較之下，能在 12 月

將消費價格指數控制在 4.1%，顯現出中共所採取的控制貨幣供應量、發展生產、保證供給等措施確實

發揮相當的成效。但是今年 1 月消費價格指數卻又回升到 4.5%，這固然有去年年底物價漲勢的後續拉

動作用和春節期間需求增長的因素，而 2 月份的消費價格指數雖只有 3.2%，但是大陸物價上漲的結構

性問題，特別是食品價格上漲的推動因素並未消除，未來的發展仍有待觀察。  



 

很顯然的，2012 年大陸經濟仍面對 2011 年以來物價漲勢仍未能有效抑制的情勢，必須加以克服。除

此之外，就整體經濟情勢而言，目前大陸經濟情勢雖表現出相對平穩發展，但是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

次的矛盾依然存在，並且還出現高耗能產業發展迅速加快、供電緊張矛盾加劇，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面

臨經營壓力，地方債務嚴重等問題，增添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執行的難度。  

 

四、2012 年經濟政策走向及其意涵  

 

中共將今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目標訂在 7.5%，成為海內外普遍關注的焦點，但是這並非中共首次將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預期目標訂在低於 8%的水平。事實上，由於面臨薩斯（SARS）帶來的嚴重衝擊，

2004 年中共曾將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增長目標定為 7%，但是自 2005 年開始，這一預期目標連續 7 年

被確定為 8%。儘管如此，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率均超過預期目標，2008 年為 9.6%、

2009 年為 9.2%、2010 年為 10.3%，2011 年為 9.2%。這主要是由於中共計劃經濟體制各地方以

經濟增長相互攀比的體制特點，以及政府投資為主要內容的擴大內需政策所帶來的結果。  

 

從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看來，調低經濟增長速度表明大陸的經濟發展將更多專注於經濟增長的質量而非速

度，體現了調整經濟增長結構的整體發展策略的轉變，政策目標轉向更側重「平穩」而非「快速」增長。  

 

但是在中共調低經濟增長率，大陸經濟呈現相對平穩發展過程中，卻也出現值得關切的問題，亦即經濟

增長率呈現逐季下滑的現象。2010 年第一季和第二季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11.9%和 10.3%，

第三季為 9.6%。前二季較高的經濟成長率基本上是 2009年遭受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因基期過低所

造成的結果。但是自 2010 年第四季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 9.8%以來，2011 年每一季國內生

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則呈現 9.7%、9.5%、9.1%和 8.9%的逐季下滑的情況。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率連續五個季度下滑，主要原因是外需和投資增長速度減緩所造成的影響。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urchase Management Index,PMI）連續下滑是大陸經濟景氣不振的另一個

指標。採購經理指數是國際上通行的反映一國宏觀經濟走勢的先導性指標，具有較好的預判性，通常以

50%作為分界點，高於 50%反映製造業擴張，低於 50%則反映製造業衰退。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

（CFLP）發佈的 2011年 7 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 50.7%，比上月下滑 0.2 個百分點，連

續四個月下滑，創2009年3月以來29個月的新低，而11月為49.0%，12月以來才又回升到50.3%，

今年 1 和 2 月分別為 50.5%和 51.0%，反映出在持續緊縮和外部需求疲軟的背景下，中國大陸製造

業增長動力仍處於不振的狀態。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逐季下滑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仍無法控制在預期目標，引發大陸經濟是否出現停滯

膨脹（stagflation）或「硬著陸」的爭議。基本上「硬著陸」發生的可能性不大，根源在於大陸經濟

仍依賴政府投資來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儘管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有所減緩，但目前加快建設的保障房

將可對沖經濟下滑的風險，從而保障經濟實現「軟著陸」。  

 



為因應大陸經濟增長下滑的情勢，自去年12月5日和今年2月24日中共已連續兩次下調存款準備率，

反映出經濟調控走向「寬鬆」的趨向。  

 

由於面臨國內生產總值下滑趨勢和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的衝擊，一般預測，今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速度為 8.5%，最高點大致不超過 9%。由於面臨不利的內外在因素，在具體的宏觀調控政策方面，中

共將採取擴大內需的政策，以拉動經濟增長，並在外貿領域採取穩定出口退稅、穩定滙率、穩定加工貿

易政策等一系列舉措，同時加強對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扶持和服務，在貿易便利化等方面採取若

干新措施，以期刺激出口貿易，並推動大陸的經濟增長，畢竟，在今年秋天「十八大」召開之前能維持

較亮麗的經濟表現，對中共而言，確實也具有若干耐人尋味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