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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有效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魏杰

    为了解决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我们从1999年两会之后，实施了各极的财政政策，应该说，

积极的财政策对于解决总需求严惩不足的问题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目前的宏观经济状

况来看，似乎仅仅靠积极的财政策还难以解决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财

政策转向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谓积极原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指既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积极

地运用货向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在原有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

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不松花江仅是指降低利息，而是更重要的要增加货币供应量。或者说，目前积

极地运用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增加货向供应量。我自己认为，央行迅速而较大幅度地增加货币供应

量，已经成为当前推进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理由是：

    首先，启动需求不足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目前无论是刺激投资需求还是刺激消费需求，实际

上都需要财政拿钱，例如旨在用于刺激投资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旨在用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

加公务员的工资，都是财政拿钱，但目前财政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因而财政只有向商业银行借债或

向老百姓借债现在的问题是商业银行及老晨姓现在可供借的钱已经明显不足以满足财政手借债需要

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由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贷给商业银行，再由财政

向商业银行借债，财政将所举债的钱用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只有这样，都有有效地启动需求，

解决需求严惩不足的总理2。

    其次，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是我国有企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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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重要措施，而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最终的问题都要归结为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从现在来看，实际上最后都要由财政和商业银行来负担。例如债转达股实际上是商业银行

把原来作为债权而投入到国有企业的钱转达为自己的股权，但这部分钱并不是商业银行的自有资

金，而是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因而商业银行将债为股后，必须要支付作为债权而贷给国有企业的

老百姓的存款，也就是说商业银行要在支付老百姓存款的基础上才能实际债转达股，这就决定了商

业银行需要有较大规模的货币，而这些货币只能靠央行增加供应量才能获得。因此，要解决国有企

业历史负担问题，就必须要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而使财政和商业银行获得大量货币，用这引起货币

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问题。

    再次，推动农村城市化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农村的非城市化实际上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

重要障碍，没有农村城市化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农村城市城市化固然需要农民的自身财富的积累，

要由农民自身加速自己的城市化进程，但实际上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国扶持，包括推动农村的道路建

设、以水电煤矿气等公共产品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决定了国家必须要拥有推动农村城市

化的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在目前财政赤字较大的条件下，也要通过增货币供应量来获得。实际上，

农村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必须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会城市化离开货币供应量增

加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总之，我国目前的改革和发展都需要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支持。对此，人们的认识已越来越统一

但也有疑虑，主要是害怕通货膨胀加剧。我认为这种疑虑大可不必太重。理由是：

    第一、 货币供应量增加不一定必然就会引发起通货膨胀的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是否会引发

起通膨增加，关键是看社会供给能力的状况。如果社会供给能力极强，存在大量的潜在闲置生产

力，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就不会引发起通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会引起需求增加，需求增

加会推动供给增加，从而不会造成通膨胀增加。我国目前的社会供给能力极强，已完全不同于80年

代和90年代初的状况，因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所引发的需求增加，不会引起通膨增加，只能是促进供

给的增加，使潜在供给能力充分挥出来。

    第二、 实践表明，并不是通货膨胀率越低越好，我国目前的通膨率太低，结果导致特价持续

20多个月下降，特价下降使得企业没有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下滑，而且也使得居民就业

机会和收入增加机会减少，造成消费需求萎缩，从而使整个经济太冷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量即就是

使通膨上升，也问题不大。我认为我国通胀率最高不要超过10%，最低也不要低于5%，在这个区间

内都可以，而目前通胀率3%都不到，就是上涨两个百分点也不会有负作用。

    第三、 对我国来说，目前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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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么是较高通胀率而低失业率，要么要高失业率而低通胀率，在通胀与失业中我们选择哪一

个？我看宁可选择较高通胀，也不能选择高失业，因为通胀可以满足人们追求利益平衡的特性，而

失业，则会打破人们的利益平衡，不利于社会稳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通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是

很明确的，因而我们不能因追求过低的通胀而引发高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即就是

通货膨胀有所反弹，但会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的压力，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

于稳定社会。因此，不要害怕增加货币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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