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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回首 2013 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半年有所

回暖，全年实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展望 2014年，虽然当前经

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但全面深化改革有望释放新的增长活力。

新一年，新起点，中国经济将迎来怎样的契机和挑战？

回首 2013 年，全球经济形势总体有所改善，在调整中艰难复

苏。步入2014年，把脉世界经济形势，看全球风云如何变幻？

2013 年，中国经济表现不温不火，上半年，财政收

入减少，银行“钱荒”显现，出口下滑严重；下半年，外

贸、投资、消费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回升，基本实

现了 2013 年初制定的经济目标。

2014 年，对中国经济而言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

份。201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勾勒出

2014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众多专家学者在对

2014 年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的同时，也直言要预防一

些风险，所以，马年的“马上有钱”或不会轻易实现。

主线是稳增长

在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要求

是，2014 年重在坚持“稳中求进”，统筹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三者的关系。由此可见，稳增长仍是 2014 年的

主线。

“‘ 稳’，就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研

究主管高连奎撰文表示，在财政方面，不扩大赤字、压

缩行政开支；保持货币政策的定力，不因经济下行放

松银根，也不因复苏反弹而收紧流动性，充分盘活存

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那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其他几者的关系呢？财

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当前，7%至 8%的经济增长速

度是合适的，既能给结构调整适度压力，又能为企业

转型提供空间，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

变，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要 把 稳 增 长 放 在 更 加 重 要 的 位 置。“ 对 于 我 们

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国民经济‘停车检修’的

代价是无法承受的，不能为调结构而调结构。”王保

安指出，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调结构的一个必

要条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2014 年，必须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货币信

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

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三驾马车”前景不同

在稳增长的前提下，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三驾

马车”会如何表现呢？

“2013 年第四季度，进出口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这一趋势应该得到延续。2014 年的外贸环境将好于过

去的一年，中国外贸在全球的占有额会进一步巩固。”

翰达咨询主管甄先生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解释说，首

先，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中国外贸是一

大利好，给外贸提供了增长动力。其次，中国对新兴市

场的外贸前景比较乐观，尤其是在新技术出口方面发

展较快。

不过，国际环境中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一

些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严重影响

了中国纺织等产业的出口。另外，美国实施的货币政

策也会造成经济形势的不明朗，热钱的流动会更频

繁，会导致产业出现一些泡沫。

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今年投资的重要领

域。对此，业内人士对记者说，这些行业从政策上看

前景一般，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高房价使民众颇有微

词，而且国家政策也把调控房价作为重点，不过，房企

买地的价格非常高，溢价更是惊人，所以房地产行业

走向不明朗。据记者了解，新年伊始，北京又拍出了

溢价超过 200%的一块地皮。

在基建方面，高铁又成了“关键词”。国家发改委

公布的消息显示，多条高铁会在今年陆续开工。同

时，城镇化建设也是国家力推的重要计划，这都为

2014 年的基建打下夯实的基础。

2014 年，消费方面将遇到很多障碍。国家信息中

心发布的《经济信息绿皮书》显示，中央提倡勤俭节约

严格公务消费有效抑制了公款吃喝，2013 年 1 月至 9

月，餐饮收入增长 8.9%，增幅同比放缓 4.3 个百分点，下

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0.5 个百分点。预计 201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左右，大大低于 14.5%

的预期目标。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缓慢，消费增长难以

快速上升，预计 2014 年名义消费增速将与 2013 年的

13%持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表示，房地产限

购可能影响装修、家具、家电行业等；蔓延全国的雾霾

意味着采取汽车限牌、限行的城市会增加；“八项规

定”仍会继续执行。这就意味着，如果明年零售物价

不能显著上行，消费倘能持稳已属不易。

谨慎看好经济走势

对于 2014 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隐忧，众

多经济学者也表示了看法。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仍有年均 7.5%至 8%的增长

潜力，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生产力

水平提升。他认为，未来 15 年到 20 年，中国经济仍具

有这一潜力。“不过，短期的金融风险包括发达国家退

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

回美国。”林毅夫表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指出，2014 年，国内 CPI 或达到 3.2%，全年 GDP 增长

为 7.6%。他认为，2014 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增速下

行风险，但可从金融改革着手走出困境，采取两方面

措施：第一是放松一部分区域性银行的准入限制，在

有条件的地区试点，鼓励设立民营中小银行，盘活存

量流动性，直接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同时，新银行的

入市将增加信贷市场竞争程度，倒逼大银行清理旧

账、坏账，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第二是给商业银行松

绑，让它们把部分资产证券化，转移到债券市场。他

指出，放松准入和资产证券化，不仅从金融体制改革

方面释放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也积极配合了“稳健的

货币政策”，将盘活现有货币存量，改善偏紧的市场流

动性，稳定经济增长。

而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卢 锋

表 示 ，2014 年 ，中 国 经 济 将 保 持 稳 定 增 长 ，增 速 预

计 在 7.5% 到 8% 之 间 。 他 指 出 ，3 个 因 素 对 今 年 中

国 经 济 的 影 响 至 关 重 要 。 首 先 是 外 围 经 济 环 境 。

在 美 国 和 欧 洲 经 济 复 苏 的 推 动 下 ，预 计 今 年 全 球

经 济 形 势 稍 向 好 ，这 给 中 国 经 济 提 供 了 一 个 有 利

的外部环境。其次是中国新一届政府采取了谨慎

的 经 济 政 策 ，保 持 经 济 的 合 理 和 可 持 续 增 长 。 最

后 是 污 染 治 理 措 施 。 在 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

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这对中国经济有

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在环保相关领域的投资会对

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污染治理也会

提高企业经营成本。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 世界经济展望》中对 2014 年以及

未来 5 年至 10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状况进行了预测，同时还指出全球经

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2014 年，全球 GDP 增长

将从 2013 年的 2.8％小幅度提升至 3.1％。

同 时，全 球 性 市 场 研 究 公 司 Ipsos（益 普 索）最 新 发 布 的 调 查 结

果显示，全球多数人都乐观认为，2014 年将比 2013 年好，且全球经

济 将 更 强 劲 。 Ipsos 查 访 23 个 国 家 后 指 出，76% 的 民 众 称 对 新 的 一

年寄予厚望，这一比例略高于 2013 年。

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经济已走上正轨，在这个背景下，美

联 储 决 定 逐 步 退 出 量 化 宽 松 货 币 政 策，使 美 国 摆 脱 外 部 输 血 的 局

面 。 而 欧 美 等 发 达 国 家 的 经 济 好 转，肯 定 会 对 新 兴 经 济 体 产 生 好

的影响。

2014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仍面临许多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报告中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因素将加剧新兴经济体的

风险。新兴市场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上本国内的经济结

构问题或其他经济发展漏洞，两者结合可能会导致另一轮的全球经

济调整。

同时，此 前 的 风 险 仍 然 存 在，比 如，欧 元 区 尚 未 完 成 的 金 融 体

系改革等，正威胁着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健康。

而英国《经济学人》撰文指出，美国股市飘红，消费者信心正在提

升，经济预测专家纷纷上调对 2014 年的预期。美国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达到了新高，该指数在 2013 年上涨了 30%——这是近 20 年以来

最高的年度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美国引擎的推动下，全

球经济增长接近 4%似乎还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将会比 2013 年的经

济增长高出整整 1 个百分点，而且是近些年来的最佳表现。

不过，该杂志还是谨慎地指出，在新年的一片欢呼声中，我们需要

记住的是：自从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几乎每年的乐观预期最后都以失

望告终。

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稳增长是基调稳增长是基调

世界经济：继续调整 小幅提升

■■ 本版撰文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熙熙

展望 2014 年，虽然页岩气革命引人注目，但是欧佩克（OPEC）成员国

的原油供应仍是决定国际油价的最主要因素。

多位能源分析师认为，2014 年，原油供应相较 2013 年整体偏宽松，

OPEC 成员国中的利比亚、伊拉克和伊朗有望增加供应，而非 OPEC 国家

中的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原油供应增量也有望延续。预计布伦特原油

2014 年的平均价格将从去年的每桶 111.68 美元降至 105 美元。

随 着 美 国 出 口 的 增 加 ，以 及 中 东 、北 非 原 油 供 应 威 胁 的 缓 和 ，

作 为 全 球 半 数 原 油 交 易 价 格 基 准 的 布 伦 特 原 油 2014 年 价 格 料 将 连

续 第 二 年 出 现 下 跌 。 尽 管 如 此 ，布 伦 特 原 油 价 格 仍 比 过 去 10 年 的

均 价 高 出 大 约 40% 。 多 伦 多 道 明 银 行 高 级 大 宗 商 品 策 略 师 大 卫·布

克 哈 特 表 示 ，预 计 市 场 将 出 现 供 过 于 求 的 局 面 ，北 美 供 应 量 增 长将

维持强劲态势，料可应对所有的需求增长。

原油市场或供过于求

2013 年，大宗商品“熊”字当头，多数商品供大于求，而 2014 年，大宗

商品市场恐怕依然会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追踪 22 种在美国和伦敦交易的大宗商品的道琼

斯-瑞银商品指数在 2013 年累计下跌 9.6%，为连续第 3 年下跌。而与此同

时，标普 500 指数过去一年攀升了 30%，这是 1998 年以来大宗商品和股票之

间落差最大的一年。投资者和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会出现更多这样的情况。

即使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 2.5%加快至 3.2%，花旗银行仍对

其追踪的 23 种商品中的 19 种保持了悲观或中性看法。

工业金属中，铝和钢铁长期以来一直供大于求，铁矿石和铜也即将

加入这个行列，因为秘鲁、蒙古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型项目增加了

这两种金属的产量。

玉米和糖等农产品也是一样，2014 年，美国的玉米库存将增加 1 倍多。

道琼斯-瑞银指数中唯一在 2013 年出现上涨的能源部门明年或也面

临一轮新的供应。页岩气的蓬勃发展使得美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

预计这将有助于抑制全球能源价格，给大宗商品及煤炭和汽油等相关产

品的价格带来压力。

此外，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使大宗商品的价格更加扑朔迷离，整个

市场的产品或会重新找到价位。

大宗商品料“熊”字当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