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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
*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程 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李 钢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李欧美

摘 要:《China Economist》在 2016 年第四季度通过对经济学家群体的调查发现，经

济学家对总体经济形势进一步保持乐观的态度，但对外贸增长信心不足并。对于

社会物价走势，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进入上升通道。预计在 2017 年，美国、印度和东

盟将加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平稳，而韩国、日本和欧盟则可能陷入衰退。

调查组建议，在 2017 年，应该继续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动摇，加

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 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控制，进一步做强

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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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均达到了

6. 7%，都超出了在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 6. 5%以

上的目标。但中国经济的快车还没有驶出风险

层叠的山谷。煤炭、钢铁带动黑色系产品价格飙

升，让“去产能”计划半道受阻。美元重回加息

通道，人民币汇率遭遇贬值危机，新的人民币汇

率机制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资金外流压力凸显。

2016 年年底，债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国债期货

首次跌停，金融体系风险逐渐凸显。就外部环境

而言，“黑天鹅”不断扑腾而起，英国脱欧显现出

羊群效应的迹象，欧盟经济长期颓势难挡。一枝

独秀的美国经济因为特朗普的当选给中国经济

的未来带来新的挑战。

经济学家们如何判断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

呢? 本次调查通过抽取《China Economist》经济

学人数据库电子邮件和通过 China Economist 微

信公众号向订阅者发放问卷来综合大家的判断。

本次调查时间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到 12 月 6

日，共收到有效问卷 133 份。从参与调查者的地

区分布来看( 见图 1) ，东部地区占 66. 17%，中部

地区占 21. 05%，西部地区占比 11. 28%。从参

与调查者的机构分布来看，以高校研究者为主

* 本文是社科院工经所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跟踪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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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受访者所在地区分布

体，占比为 66%，社科院系统人员占比为 6. 8%，

金融机构人员占 6. 8%，企业人员占 10. 5%，政

府机关及下属机构人员占 4. 5%，还有来自党校

系统、咨询公司的参与者占 5. 4%。

一、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经济

增长信心增强

在调查中，有 18. 8% 的经济学家认为 2016

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与 2015 年同期相比会上

升，比 上 一 次 调 查 高 出 2. 71 个 百 分 点。有

45. 11%的经济学家认为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会同

比下降，比上一次调查下降近 5 个百分点。有

30. 83%的经济学家认为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速会

基本持平，还有 5. 26% 的经济学家认为难以判

断( 见图 2) 。

与上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相比，31. 58% 的经

济学家认为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会高于第三季

度，比 上 次 调 查 增 长 5. 93 个 百 分 点。而 有

21. 05%的经济学家认为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会

下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比上次调查减少

了约 2 个百分点。有 39. 85%的经济学家认为两

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基本持平，还有 7. 52% 的经

济学家表示难以判断。表明短期经济增速有加

快的趋势( 见图 3) 。

由经济学家判断情况计算所得的 2016 年第

图 2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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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经济环比增速的判断

四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为 68. 43，比上

一次调查上升了 5. 43 个点，比年度中期调查反弹了

13. 43 个点，可见经济学家对整体经济形势的预期

近期内有所好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三次调查中，经济景气指数均在

100 以上，最高曾达到 131，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速的

判断整体上有所降低，体现出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

景下，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宏观经

济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见图 4)。

实际上，我国经济自 2016 年第三季度以来

已经出现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预

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 6. 5% 以上的既定

目标。但是，我国经济的增长依然面临许多方面

的挑战，一方面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出动财政

减税政策和持续的房地产热潮等推动经济增长

的隐性问题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以钢铁和煤炭为

代表的部分能源的物价指数上涨可能会影响“去

产能”的进程，因此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还有待

观察。

二、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出口

形势预期分化

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中，认为 2016 年第四

季度出口与上年同期相比会上升的经济学家占

比为 26. 32%，比上次调查上升约 6 个百分点。

认为出口同比下降的占 47. 37%，比上季度的调

查上升 7. 37 个百分点，认为两者基本持平的占

15. 04%，还有 11. 28%的经济学家认为难以判断

( 见图 5) 。

图 4 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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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出口同比增速的判断

对于四季度出口的环比增速，参与调查的经

济学家们认为出口总量环比上升的占 24. 06%，

比上次调查上升 1. 45 个百分点，认为第四季度

出口总量环比下降的占 32. 33%，比上次调查上

升 1. 46 个百分点，而认为四季度和三季度出口

总量基本持平的占 30. 08%，比上次调查下降了

约 10 个百分点，另有 13. 53%的经济学家认为难

以判断( 见图 6) 。

由经济学家判断情况计算出的四季度中国

经济学人外贸景气指数为 67. 68，比上次调查有

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此次调查中经济学家对出口

形势的预期明显分化明显造成的。与 2013 年、

2014 年调查结果相比，经济学家对外贸预期明

显下降，说明我国以进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引擎

图 6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出口环比增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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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再工业化正在逐渐挤出

“中国制造”，全球贸易格局悄然改变( 见图 7 ) 。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还了解到，近半数的经济学家

( 46% ) 认为，我国未来五年国际贸易的主要壁

垒是技术壁垒，30%认为环境壁垒是未来国际贸

易的主要壁垒，说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环境壁垒

的强度将逐渐弱化，另有 19% 的经济学家认为

关税壁垒是影响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

从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2016 年 1

月至 11 月我国进口金额累计 14 168. 69 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 6. 5% ; 出口金额累计 18 889. 45 亿

美元，同比下降了 7. 9%。虽然进入 3 月份以来

我国进出口累计同比降幅逐渐收窄，对外贸易显

现出回暖趋势，但是在全球工业和制造业需求疲

软、经济恢复缓慢的大环境下，对外贸易重回景

气还需时日。此外，国际政治形势为我国对外贸

易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特朗普就任美国

总统后主张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 45% 高关

税，并正在酝酿对海外进口的商品征收 5% 一致

性关税，此举很可能会冲击世界贸易的格局。

三、经济学家判断四季度价格水平进

入上升通道

对 于 2016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价 格 水 平，有

63. 91%的经济学家认为其与上年同期相比会上

升，比上次调查上升 20. 87 个百分点，有 12. 03%

的经济学家认为会下降，比上次调查下降 7. 1 个

百分点，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两个期间的价格水

平基本持平，这一群体占比达到了 18. 04%，比

上次减少了 18. 05 个百分点，还有 6. 02%的经济

学家认为价格水平涨跌难以判断( 见图 8) 。

图 7 中国经济学人外贸景气指数趋势图

图 8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价格水平同比增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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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季度价格水平相比，认为 2016 年第四

季度 价 格 水 平 会 上 升 的 经 济 学 家 占 比 为

55. 64%，比上次调查上升 2. 6 个百分点，认为价

格水平会环比下降的占 6. 02%，比上次调查下

降 5. 72 个百分点，认为价格水平基本持平的占

33. 08%，还有 5. 26%的经济学家认为难以判断。

表明社会物价水平在短期的上升趋势也很明显

( 见图 9) 。

由经济学家判断情况计算所得的 2016 年第

四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物价指数为 146，比上次调

查反弹了 24 个点，可以预计四季度社会物价水

平将进入短期内的上升通道( 见图 10) 。与 2013

年和 2014 年以往调查相比，经济指数的波动并

不明显，体现出经济学家对物价的判断长期上基

本一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 据 显 示，2016 年 11

月全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 CPI) 同 比 上 涨 了

2. 3% ，环比上涨了 0. 1% ，其中冬季鲜菜价格

上涨和部分能源产品价格回升是引发 CPI 增

加的 主 要 原 因。生 产 者 物 价 指 数 ( PPI ) 自

2016 年 9 月转为增加后，11 月份同比上涨达

到 3. 3% ，随着国际大宗商品能源和金属价格

持 续 上 升，PPI 未 来 可 能 出 现 平 稳 上 涨 的

趋势。

图 9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第四季度价格水平环比增速的判断

图 10 中国经济学人物价指数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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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学家判断 2016 年全年经济增

速可以达到预定目标

对于 2016 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参与调查的

经济学家中，判断全年经济增速够超过 6. 5%

的，累计占比为 72. 18%，比上季度的调查高出

37. 4 个百分点。判断经济增速为 6. 5% 的经济

学家比重为 23. 31%，在单一选择中占比最大，

判断经 济 增 速 为 6. 7% 的 经 济 学 家 占 比 达 到

19. 55%。认为全年经济增速在 6% 及以下的经

济学家比重比上次调查下降 6. 08 个百分点，仅

占到 8. 27%。表明，经济学家对全年经济增速

信心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

学家对经济增速的判断均值都为 6. 5%，而西部

地区的学者对经济增速判断的均值为 6. 53%，

略高于东中部。通过交组分析，我们计算得出经

济学家本季度对 2016 年全年经济增长增速的判

断为 6. 51%，略高于年初既定的增长目标 ( 见

图 11) 。

对于 2017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

判断美国、印度和东盟经济加速提升的经济学家

占比分别达到了 50. 38%、58. 65%、42. 86%。而

判断韩国、欧盟、日本经济增速下滑的经济学家

分别占到了 66. 9%、57. 1% 和 39. 1%，表明经济

陷入衰退的概率较大。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提升

或者持平的经济学家占比达到 63. 91%，表明中

国经济有较大的概率保持平稳( 见图 12) 。

图 11 经济学家对 2016 年全年经济增速的判断

图 12 经济学家对主要经济体 2017 年经济增速的判断

( 下转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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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审计对象报告。主要是对预算执行审

计对象，如国务院组成部门等预算执行实际情况

进行说明，以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主线，进而对

财政政策实施以及相关领导经济责任的情况进

行说明。

( 2) 政策评估报告。应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中心对预算制度合理性、财政政策实施有效

性等进行评估，提升财政政策审计评估的建设

性。促使财政政策审计评估契合党、国务院及人

大的政治需求，探索财政政策审计评估报送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①制度，推动预算制度进一步

深化改革。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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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定经济增长，激发增长潜力

2016 年我国前三季度经济减缓幅度明显缩

小，整体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但是未来经济增长

也面临许多风险。首先是物价上涨风险，2016

年 9 月 PPI 时隔 4 年零 7 个月后首次转为增加，

11 月同比上涨达 3. 3%，钢铁和煤炭等能源价格

的上升加重了“去产能”的改革压力。其次，有

房地产泡沫有待化解。2016 年 1 ～ 11 月，房地产

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13. 7%，

商品房销售面积保持增长，随着限购限贷力度增

加和房贷杠杆紧缩，房地产面临较大的下行风

险。最后，有金融市场治理的风险。2016 年人

民币贬值严重，新出台的“收盘价 + 篮子货币”

人民币汇率机制还未见成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持续面临贬值压力，存在资本过度外流引发金融

市场混乱的风险。

我们认为，2017 年在政策层面上，应该继续

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动摇，

将改革落到实处; 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索

经济增长新动力; 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控制金融

风险。

首先，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去产能政策。2016

年，钢铁和煤炭开采行业均顺利完成年初去产能

既定目标，但目前“去产能”仍然面临许多问题。

一方面，煤炭行政化去产能的方式存在短期见效

快、长期可持续性较差的问题，避免供需失衡、煤

价持续上涨或成为未来政策调整所面临的重要

问题; 另一方面，维持钢铁价格不变始终是行业

经营目标，意味着我国还要面临持续削减钢材产

能的压力。

其次，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寻找经济发展

新动力。重点推进一批重大科研项目，争取在量

子通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制造等高新产业的

前沿领域取得技术突破，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

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动力。持续推进“中国制

造 2025”战略，着力提升制造业全价值链，从而

优化产品供给，促进消费增长。

最后，协调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关

系。为避免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发展，应着力降低

企业的杠杆率，振兴实体经济。进一步重视对私

有产权的保护制度的坚实，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

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从而有效激励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① 陈平泽、方玉璋:《审计如何破解政策落实结构性困境———基于三个支农政策项目资金审计安利的分析》，载

于《审计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