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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实证分析

周晓东
(盐城工学院工商系

.

盐城 之2 4帕 3少

摘 要 我国经济运行 目前 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

主 要表现为社会 总需求 小于 社会总供给
,

即有效 需求 不足
。

有 效需求 不足 的根 本原因是居民收入 偏低
、

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
、

投 资主 体

单一及投 资结构 不 合理
,

时政政策空 问未被 充分 利用
.

对外贸易额下 降

关键词 G D P 有效需求 不 足 实证分析

分类号 F 7 13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 了巨 大的

成就
,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
,

但是就人均

G D P 来看
,

我国 19 9 8 年 人均 G D P 约 6 0() 美元
。

19 9 5 年美国人均 G D P 为 2
.

吕万美元
.

日本人均

G D P 约 3
.

6 万美元川
。

这一方面说明我国 人民群

众的生活水平 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

另一方

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

因此
,

发展经

济
,

增长 G D P 仍是我国政府主要宏观 目标
。

我国

19 9 8 年提出的经济增长 目标为 G D P 要增长 8 %
,

虽然从数字上看
,

最终我 国 1 9 9吕年 G D P 增长 .7

8%
,

但是具体的宏观 目标都基本实现
,

19 9 9 年我

国政府提 出的经济增长 目标为 G D P 增长 7 %
,

为

什么 我 国 1 9 9 9 年 制 定的 (且〕F 增 长 目标 要 比

19 98 年低一个百分点 ? 这是因为我国经济运行 目

前已进入通货紧缩 阶段
.

有效需求不足
.

制约了我

国 G D F 的增长速度
,

要增长 (
_ ;

D F
,

必须解决有效

需求不足的问题
。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

我

国至 1 9 9 7 年 10 月前经济发展遇到的都是通货膨

胀问题
,

从未因此遇 到通货紧缩问题
,

因此
,

通货

紧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一 个新问题
,

按经

济学原理
,

决定 G D P 的均衡条件是社会总需求等

于社会总供给
,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社会曾
、

供

给和社会总需求经常是非均 衡的
.

按照凯恩斯理

论
,

只有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厂商 所计划生产的产

品刚好等于国民的总需求
,

社会 乞
、

需求才能等于

社会总供给
,

而社会 曾
、

需求不等 于社会总供给时

会形 成两种不同的缺 口川
,

所 以在经济发展 中会

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
。

我国 自 1 9 9 7 年 10 月以来
,

总的物价水平下

降
,

就总的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 来看
,

1 9 9 6 年上涨

率为 6
.

1%
,

1 9 9 7 年上涨率为 0
.

7%
,

1 9 9 8 年上涨

率为一 1
.

5%
,

预测 19 9 9 年上涨率约为一 3 %
〔 ` j ,

投资品价格指数具有和总的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

具有相似 的走势
,

我国物价的连续回落不是 由于

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
,

而是库存积压引

起的
,

据有关 人员估计
,

我国国内库存商品总值约

3 万亿元
,

等于 1 9 9 6 年全年 G D P 的 4 4 % L’ 』
,

与此

同时
,

整个市场萎缩
,

企业利润率降低
.

生产性投

资减少
,

全社会失业人员数增加
,

职工收入减少
,

消费需求下降
,

而且这种经济现象持续时间将近

两年
.

因此我国经济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

即社会

总需求小于社会 曾
、

供给

1 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 因是居民家庭

人均收人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 G D P 一直以较快的增长

率增长
,

但是居民的收八并没有同步增加
,

这种居

民收入长期落后于生产的增长
.

经过 长时间的积

累必然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
.

如图 1所示
。

从上图可以看出
: _

工 19 〔
川 年 以后

,

我国 G D P

增长速 度在 1 9 9 2 年达到较高点 14
.

之%
,

1 9 9 2 年

后 G D P 增 长率 呈 下 降趋势
,

这 主要 由于 我 国

收稿日期
:
1 9 9 9一 1。一 l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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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年为预测数

图 1增长率与时间的关系

19 9 3年开始为了使我国经济
“

软着陆
” ,

运用了宏

观调控政策
。

②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和

城镇 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一直以较大幅度低

于 G D P 增长率
,

1 9 8 9 年和 1 9 9 。年是我国通货膨

胀较为严重的年份
,

以至 1 9 8 9 年居民的收入是负

增长
,

在 1 9 9。 年 由于政府的作为使得居民实际收

入增 长率高于 G D P 的增长率
。

居民收入长期偏

低
,

以及对远期收入前景的暗淡
,

导致居 民有消费

欲望却无能力消费或不敢消费
,

这种现象在农村

特别严重
,

从而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

2 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制约 了消费需求

的快速增长

我国 目前 人 口 数约为 13 亿
,

其中 80 %的人

口 在农村
。

而 1 9 9 8 年我国 G D P 为 8 万多亿元
,

其

中 4 。%来源于农村
,

根据这些数据及 人民币汇率

计算
,

我国 1 9 98 年的人均 G D P 约 60 0 美元
,

进一

步细分
,

我国农村 的人均 G D P 约 3 00 美元
,

城市

的人均 G D P 约 180 。 美元
。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人

均 G D P 的分界点
,

人均 G D P 小于 3 00 美元为 经

济的起步阶段
,

人均 G D P 在 3 00 美元到 1 5 0 0 美

元之间为经济的起飞阶段
,

人均 G D P 在 1 5 。。 美

元到 1。。。。 美元 之间 为经济的加速 阶段
,

人均

G D P 超过 1 0 0。。 美元为经济的成熟阶段
,

可以看

出
,

我国 目前农村经济处于起飞阶段
,

而城市经济

处于加速 阶段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 国要发展经济
,

增 长 G D P
,

扩大消费需求
,

就必须有不 同的发展

战略
,

对于城市市场而言
.

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

和产业升级生产高档电器
、

汽车等产品
,

以满足城

市居民追求个性和时尚的消费需求
。

而 目前农村

经 济相对落后 成为我 国经济进 一步 发展 的
“

瓶

颈
”

对于农村市场而言
,

多数农民的住房状况有

待改善
,

拥有家用电器的比例不高
。

究其原因
,

农

民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农村城镇化程度不高
.

是农

村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 因
。

参照
“

华西模式
” 、

“

温州模式
” ,

在农村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
,

可以

带 动钢材
、

水 泥
、

电力等基础 产业 和服务业 的发

展
,

并且可以为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

从而使我

国经济能够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
。

3 投资主体单一
,

投资结构不合理是我国

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投资一直是 以国家作 为投资主体
,

虽然在国

有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较大幅度增长
,

但全社会

投资增长速度不快
。

国家投资的重点是基础产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
,

由于政策和预期利润率的影响
,

非国有投资主体投资意愿不强
。

1 9 9 8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的三产比重为
:

第 一产业 18 % ;
第二 产业 49

.

2 % ;
其 中工 业为

42
.

2%
:

第三产业 32
.

8 %
,

从这比例来看
,

显然我

国第一
、

二产业的产出比重过大
,

第三产业的产出

比重偏低
。

工业 比重过大
,

导致工业 品的供给水平

超过了人均收 入水平及需求结构决定 的正常水

平
,

我国由以权力为基础分配资源的经济过渡到

以金钱为基础分配资源的经济的初期
,

人 民群众

的低层次的消费需求当然要靠提供更多的工业品

来满足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提高
,

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
、

层次当然要随之提

高
,

但是我国 目前消费性服务的规模
、

种类和质量

不适应社会消 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 构变化的需

要
,

从而阻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

因此
,

急须发展

第三产业
。

4 财政政策空间未被充分利用

从 1 9 9 3年起
,

我国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问

题
,

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
,

限制 了信贷的行 动
,

从而限制了消费与投资
,

使我国经济于 1 9 9 6 年成

功
“

软着陆
’ ` 。

由于此政策的惯性作用
,

使我国经济
“

软着陆
”

以后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
。

因此
,

要解决

通货紧缩问题
,

必须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

发展财

政政策空间
。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
,

同时也

序 是世 界上最大债务国之一
。

这现象说明
,

财政赤字

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

自 1 9 8 1年以来
,

我



第 4 期 周晓东
.

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实证 分析
,

5 1
.

国陆续发行 了 10 ()0 O 多亿元国债
,

到 目前为 止
.

国债 余额为 7 00 。 亿元 左右
,

同我 国的 G D P 比

较
,

我国财政赤字 占 G D F 的比重 在 3% 以下
,

国

债余额占 G D P 的 比重小于 10 %
,

大大 低于国际

上 6 。
’

门 的警戒线画
。

因此
,

发行国债的空间是 巨

大的
.

对于政府筹集万亿元以上的国债不成问题
。

当然
,

这其中一定要安排好年还债量和还债时期
,

以形成均匀的还债态势
,

避免出现还债特别高峰
。

5 贸易的下降加剧了有效需求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 了快速

成长
,

明显地改变了在 世 界 贸易 中的 地 位
,

从

1 98 1一 1 9 9 7 年中出 口增长 了 7
.

3 倍
,

年平均增长

13
.

2%
:

进 口增长 5
.

5 倍
,

年平均增长 11
.

2 写
,

在

世 界 贸 易中 比重 分 别 从 1 9 81 年 的 1
.

1% 和

1
.

0 5环提高到 1 9 9 7 年的 3
.

23 % 和 2
.

42 %
。

特别

是 90 年代
,

贸易的增长
,

推动了 G D P 的增长
,

据

中国社 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 宏观课题组计 算
,

1 9 90 一 1 9 9 7 年 贸 易 的经 济 的增 长 的 贡献 率为

7
.

5%困
,

但是从 1 9 9 8 年 以来
,

亚 洲金融危 机影

响
,

我国 1 9 9 7 年进 口 总额增长率 为 2
.

5%
,

1 9 9 8

年进 口 曾
、

额增长率为 7
.

1%
。

进 口 曾
、

额增长率同

比增长 4
.

6少。 l , 9 7年出 口总额增长率为 2 0
.

9%
,

1 9 9 8 出 口总额增长率为 5
.

4 %
,

出 口总额增长率

同比下降了 工5
.

5%
,

据计算
,

净出 口对 G D F 的增

长接近为零
,

甚至为负值
。

1 9 9 8 年中国政府承诺

人民币汇率不贬值
,

这对香港地区
,

亚洲地 区及至

世界经济的稳定起 了积极的作用
。

可以说中国政

府在为世界金融体系作贡献
。

这是有代价的
,

是牺

牲 了国内的 G D P 增长和净出口的有效需求
。

人 民

币汇率是 由汇率市场的经济规律决定
,

如果 人为

不贬值
。

当然要付出代价
。

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研究
,

人民币汇率贬值 1 %
,

中国的出口将增长 。
.

58 %川
。

在 1 9 9 9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的 《财 富 》

杂志全球经济论坛上海年会上
。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负责人认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 渡

时
,

经济发展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是正常的
。

因此
,

政府 只要在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
,

努力扩

大我国出口 份额
,

合理产业结构
,

启动 民间消费
,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

加快城镇建设 的步伐是可

以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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