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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我去南方讲学，除按原计划的专题讲授外，主办方要求临时增加一个讲题：“如何看待当前
的经济形势？
”盛情难却，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经济形势”是个大问题，在既定的大前提下，具体讲些什么内容，当时，我的确心中无数。
踌躇再三，最后根据手中已掌握的资料，我决定从几个“数字”谈起。
这是些什么数字呢？
当然一定是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数字。
最后我筛选出当时大家最为关心的三个数字：一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二是外汇储备，三是居民
储蓄。
因为结合当时的实际讲形势，我讲起来有理有据、得心应手、比较顺畅。
听众反应强烈，演讲的效果很好。
说实话，不是我讲得好，而是这三个数字太重要了！
通过对这三个数字的量化和动态分析，人们可对普遍关注的大局问题，如国民经济的现状（成效和问
题）和运行轨迹及其趋向，得到大致的了解。
在以后的几年里，由于兴趣所致，继而结合年代的演进，对这几个不断变化的“数字”进行较为深入
、系统和广泛的动态分析，似乎成为我的“专利”，并逐步成为我的研究方向。
随着探索的进展，范围逐步扩大，我的知识视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涵盖这三个“数字”并与其相关
的数据网络，如金融、内贸和外贸、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等。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量化分析，我们可较清晰地看到时刻在运动着的客观经济世界。
这里，在研究的进程中，最值得我关注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一直在快车道
上奔驰，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面；但是，就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我又发现，与成绩相伴而生的
是种种矛盾及隐患。
老子说得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意思是说，福和祸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因福得祸。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增长中的冷思考>>

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已从1978年的：5624.1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综合国力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对此所有中国人应当感到欣慰和扬眉吐气！
今后，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优势，克服缺点，更好地前进。
但是，千万不能忘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后劲乏力，还远没有达到藏富于民和工
业化、现代化强国的地步。
14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6600万城乡低保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足以让国人心忧。
《高增长中的冷思考》意在时刻提醒国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
稳健的步伐，精心、细心地呵护中国发展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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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综合财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中央政府更加注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中央财政超收收入2573亿元（未扣除解决出口退税历史陈欠），除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体制规定
增加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31亿元、增加教育支出16亿元外，主要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
环节、解决历史欠账和削减财政赤字，以增强财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4.这20万亿元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切实改善民生状况的重要支柱首先，由于得益于中央提出的多
予、少取、放开、搞活的基本方针的贯彻，得益于综合财力的增强，得益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科学
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7.4％，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
高水平；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3％。
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比上年末减
少217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人人口为3550万人，比上
年末减少517万人。
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共3397亿元（不包括用石油特别收益金安排的对种粮农民综
合直补120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
2006年中央财政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继续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
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政策。
从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西部地区率先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学杂费，同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平均每学年每个
小学生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
除此以外，国家还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大力支持农
业生产和农村长远发展，重点支持农村“六小”工程等项目建设，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立
多元化的支农投入机制。
其次，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同比实际增长10.4％，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8％。
以汽车、住房、信息产品、文化教育、旅游休闲、健身、餐饮等为代表的投资型和服务型消费热点继
续扮演推动消费增长和升级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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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增长中的冷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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