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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保八”没有问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由美国经济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
经济体国家受冲击较大。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
与挑战？投资者应该怎样适时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呢？3月28日，应光大
银行郑州分行之邀，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莅临郑
州，为省会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理财盛宴。

晚报记者 倪子/文 吴琳/图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全世界产生了强
大的影响。有人预测2009年国际经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将面临一定困难。”在
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将怎样
把握好机遇迎接挑战呢？夏斌认为，这一切都
要从经济全球化讲起。

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什么起到了主要推动
力的作用呢？夏斌说：“根据有关数据研究发
现，主要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在推动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这一轮经济的高速
增长。”他给出了这样的数据：2000年到2007年
亚洲经济平均增长8%，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
长 3%；另外，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分成两
组，（除去日本）不发达国家就是亚洲这些国
家。把欧洲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的波

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放在不发达这一组
进行统计分析。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间占的
比例 2002年是 73%，到了 2007年下降到 64%。
而不发达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反而
从 2002年的 19%上升到 2007年的 27.3%，上升
了8个百分点。

夏斌说：“这一轮全球化主要是新兴国家、
亚洲国家推动的。这些国家基本都是出口型
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基本的发展模式都是以
出口为主。出口多意味着赚的外汇多。这些
国家，包括中国，为了出口主导产业，多推出
支持多种行业稳定的汇率政策，也就是说都
采取了相对比较固定的汇率制度。出口增长
赚的外汇很多，本币需求很大，推动了本国的
经济增长。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在继续蔓延，2009年的
情况将严峻而复杂，但他强调，如果政策和方法
得当，相信中国仍可以实现“保八”目标。“只要
宏观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仍然是
往好的方面走，‘保八’没有问题。”夏斌说道。

那么，中国凭借什么实现“保八”呢？夏斌
认为，首先，中国的农业很好。“经济不好了就要
松货币——放贷款——松货币。最起码先稳住
农业这个问题。去年，农业连续第五年大丰收，
打破了我们过去的四年一周期，两年丰、一平、
一欠的局面。其次，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好。与
1998年财政规模占GDP规模的12%相比，现在
财政的规模占 GDP的规模达到了 22%左右。
也就是说，财政动向对GDP的影响很大，我们
没有出现财政赤字。”最后，中国银行体系的流
动性很充足。“目前遇到的难点是经济在衰退。

但是经济衰退还意味着全球价格、大宗商品都
在降价，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2020年
中国的劳动力会慢慢减少，我们的增长速度可
能更难保持。但是中国的人口拐点还没有到
来，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都意味着中国的城
镇化、中国的消费市场还能大踏步发展。这些
因素说明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本趋势没有
改变。”

夏斌说，尽管现在形势很艰难，但只要政府
决策正确，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后中国将会感谢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因为美国金融危机逼着我
们必须要发展消费，最后慢慢形成一个和发达
国家经济结构相等的消费结构，使中国经济能
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不再是把我们的增长
依附于人家的消费增长，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
历史机遇。”夏斌如是说道。

今年中国将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现阶段，我们面临的经济模式要调整，要发展内需，要发展消费的现
状。尽管形势很艰难，但是我相信我们迟早能渡过难关。过个五年、八年，回
过头再来回忆2008年、2009年，我相信中国会感谢美国金融危机。为了保持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正逐渐形成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相等的消费结
构。我认为，这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机遇。”

中国经济面临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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