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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当前宏观环境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肖毅敏 袁男优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重大转向, 湖南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难得的重大机遇。

2009 年湖南经济可望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 湖南农业现代化进程将加速推进, 农民工就业岗位会出现结构性转型, 

房地产业发展有望实现由投资性需求主导向消费性需求主导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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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8 年9 月15 日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宣布进入破产保护为拐点, 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国际金

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会大幅度萎缩直接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二是

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直接损失的同时,也重创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特点是:波及范围是从沿海经济

发达省份逐渐波及内陆省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影响程度相对强于内陆省份。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值得关注的是:根据1978 至2007 年湖南与全国经济发展周期的比较分析, 我省经济周

期变化在峰顶反转下行时, 即GDP 增速由上升周期转变为下降周期时,反转时点呈现出比全国滞后一年左右的特点, 受金融危

机的影响, 这一“时差”可能相对缩短, 但难以消失。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对湖南的影响相对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要滞后,这给

湖南留足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时间。 

湖南省经济近年来一贯坚持的“一化三基”战略与国家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政策导向高度一致。尽管金融危机对

湖南经济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是有中央政策措施的强力支持,2009 年湖南将迎来加快推进“一化三基”战略的重大机遇,

这种机遇既有利于扩大投资, 又有利于拉到消费；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 又有利于增强发展后劲。并且这种机遇今后可

能很难再有。当前,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周期转势, 由峰顶转入下行 

从1992 年和1993 年开始,全国历时7 年,湖南历时6 年的经济增长下降通道,在1999 年到达谷底。其后, 全国及湖南经济

经历了一轮为期8 年的经济扩张期, 到2007 年达到峰顶(见表一和图1)。2008 年, 四川8 级大地震、南方冰灾、人民币升值及

国家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效力突显, 导致全国及湖南经济形势发生重大转变, 经济增速显著放慢(见表二)。湖南因冰灾等因素

影响, 第一季度GDP 增速骤降致9 %。2008 年9 月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两个月的传导滞后期后,对我国及我省经济的负面

影响开始显现, 11 月份全国部分主要经济数据超预期陡降, 可以肯定第四季度全国及湖南经济增长速度会加速下滑,并大幅拉

低了全年的增长速度。 

2008 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下滑会惯性地延伸到 2009年第一季度,并形成局部低位, 但由于下滑幅度过大, 及国家经济刺

激政策与措施和股市领先反弹,2009 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可望出现一轮反弹,全国保 8 和湖南保 11(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位)的目

                                                        

*作者简介:肖毅敏,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湖南长沙, 410003； 

袁男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湖南长沙, 410003 。 



 

 2 

标可望超额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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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助推湖南经济发展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不明朗。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从根本上遏制经济下滑的

不良势头,近一个时期, 国家围绕改善民生、稳定金融、启动消费、减轻企业税负等方面, 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在中央积

极迅速应对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 对于湖南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 更是难得的重大机遇。特别是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

十项举措,为全国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湖南坚持一化三基战略与国家加快国内消费拉动的宏观导向高度一致,对湖南来说每一

项都是重大利好。十项措施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实现增值税转型等将为湖南创造重要的发展机遇,为湖南加快推

进一化三基战略创造了新条件。具体而言, 第一是湖南坚持推进一化三基战略,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发展现代农

业作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抓手,同时不断强化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 完全符合国家投资支持要求, 国家提出的加快铁路、公路和机

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措施, 势必将进一步促进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拉

动经济的新动力。第二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势必增加装备制造机械的需求, 机械工程、装备制造产业是湖南优势传统产业,加

快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有利于湖南优势产业的壮大发展。第三是改善民生的举措能提振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的信心,从而间接拉

动居民消费, 进而促进湖南经济发展。 

在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的推动,全省上下齐心协力下,我们完全可以化为危机,把经济波动期变为提质加速发展的

机遇期。通过实证分析, 我们预计 2008 年湖南经济将保持 11.5 %的增长速度,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75.85亿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为 5649.67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51.9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887.84 亿元；进出口总额为 1236153 万美元,

其中出口总额为 876556 万美元, 进口总额为 359597 万美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为 744.65 亿元。预计 2009 年湖南经济将保

持 12.6 %的速度增长,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609.93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 7390.51 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58.60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541.01 亿元；出口总额为 1152544 万美元, 进口总额为 421024 万美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为 914.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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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金融促进经济政策措施有利于优化湖南的融资环境 

2008 年11 月以后,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九项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简称“金融九条”)

是继央行大幅下调“双率”后, 国家短期内又一次发力金融领域提振经济的重大举措。其本质核心在于扩大贷款规模,从多个环

节进一步解决当前经济困境中的“资金供求问题” ,这些环节包括资金流向过程中的“价格、数量、渠道和方向”等多个方面, 

其最终目标是促使资金按照最优化的方式配置到实体经济中,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对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有非常积极的

作用, 有利于优化湖南经济发展的融资环境。 

第一,增强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继续扩大投资的能力。“金融九条”进一步具体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促进货币信贷稳

定增长。重申要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手段,取消信贷规划限制, 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要求,保持银行体系

流动性充分供应, 同时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 亿元。同时, 目前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正在酝酿提出与“十大

措施”相配的银行业“省十条” 。以上措施意在优化扩大投资的融资环境, 增强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增强银行的贷款能力, 增

强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继续扩大投资的能力。预计2008 年全省金融信贷额度将达到7270多亿元,新增信贷1100 亿元；随着2009 

年全省金融信贷额度有望达到9000 亿元, 企业和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能力大大增强。 

第二,打破了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融资瓶颈。“金融九条”重新定位了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强

调政府注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重要性, 对于民间的信用担保机构通过国际通行的风险补偿等激励机制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

并且提出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措施, 从政策的力度和决心来看, 意在借助这次金融危机,痛下决

心彻底打破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融资瓶颈,有利于解决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 

第三,打开了资本市场和保险公司投资的新领域。在资本市场和保险领域, 围绕国务院“十大措施” 确定的基础设施、民

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等投资重点, 在资金的安排和支持上,明确提出可以优先发行“基建民生债券” , 或许成为地方政府发

债的一个特殊试点。特别是,“金融九条”强化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规定,保险公司可以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

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突破了保险资金不能涉足不动产的法律路障,对于未来民生工程建设中充分利用保险

资金,打开了一个政策的窗口。 

第四,创新了企业的融资方式。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创新,是“金融九条”里对现有很多金融政策突破最大的。主要表现在:一

是提出了并购贷款的概念, 避免企业投资性贷款一直游离在非法边缘；二是肯定并解除了对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禁令,鼓励企

业进行优化重组, 以预防房地产企业未来可能面临的资金断裂危及金融的问题；三是政策层面上肯定民间信贷的合法化,强调要

规范民间信贷“融资资源” 。 

四、国家系列农业扶持政策有利于加速推进湖南现代农业发展 

从10 月12 日公布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 国家对于农业的扶持政

策层出不穷,包括发改委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一揽子惠农措施、近期国家的4 万亿投资计划中对于农业方面的投入(包括: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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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 增加农民收入等)、财政

部出台确保粮食安全的八项长效机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 -2020年)》等。国家的系列农业扶

持政策有利于加速推进湖南现代农业发展。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行业经营环境。国家投资重点包括水利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农

村沼气建设、土壤恢复、植被、天然林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对农业肯定形成有利影响, 农业要发展,水利、基础设施

肯定要跟上, 也能增强农业抗自然风险能力,从基础上保障农业的地位。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实

现节水、节约成本, 提高产量等目的。 

第二,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增加农民收入。除了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之外,国家政策对

于农业的另一个明显的倾斜是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保障。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 发改委便宣布,国家将继

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 其中包括全力组织开展主要农产品临时收购, 较大幅度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较大幅度增加

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这一系列惠农措施促进粮食和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未来粮食价格的稳步提升, 农民收

入也将随之稳步提高。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加速现代农业产业化步伐。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可以用一切合法的形式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表明了国家加速现代农业产业

化步伐的强烈决心。而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现在已经有8 %的农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面积(334.8 万亩)开始了流转试点。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能够让农村土地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产生规模效益, 提高农业土地产出效率,增强农业的抗风

险能力,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而加速现代农业产业化步伐。 

五、农民工就业岗位可望发生结构性调整 

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减少,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减用

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另一方面, 国家最近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正好使返乡的农民工看到了希望,如:新的提高

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因此,四川、湖南等劳务大省已经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目前,我省转移就业农民工

有1200 多万人,80 %人员是跨省就业。今年上半年全省出省务工农民工返乡人数同比增长了11.45 %, 约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 %, 

即96 万人回流。实际返回本地的农民工53 万, 占54.91 %。 

2009 年湖南省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特点是:农民工就业岗位将发生结构性转型, 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浪潮。在目前

国家“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环境下, 湖南农民工就业岗位将发生结构性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一, 农民工就业从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向资金密集型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比重大的行业转型,建筑业有望重新吸收或以更大规模吸收近期因房地产不

景气而离岗的农民工。原因是国家大量的扩大投资经济刺激计划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而且这些项目主要是以基础设施为主,

需要大量的农民工。第二,农民工就业从房地产建筑业向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筑行业转型。原因是建筑

行业基本上是相通的,从事房地产建筑业的农民工更容易向基础设施建筑行业转移。第三,农民工就业从外出打工向自主创业转

型。 

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下, 省内新增就业岗位比往年任何一年都多些, 据不完全测算:(1)若2009 年湖南房地产行业

保持25 %速度,则房地产行业将直接带动就业262.2万人,直接带动就业201.3 万人, 比2008 年新增近100 万人就业；(2)按每亿

元投资直接带动就业1800 人、直接带动就业2100 人计算, 明年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新增的750 亿元将新增带动约30 万人就

业；(3)明年农村贫困家庭扶贫培训工程按人均1000 元的标准投入的1.5 亿元, 这将新增15 万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

(4)明年计划安排创业培训资金4800 万元, 力争明年帮助3 万人成功创业, 人均创造就业岗位6 个,带动新增就业岗位18 万多

个。以上合计新增163 万个就业岗位,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新增就业岗位, 明年农民工返回本地农村的人数不会出现剧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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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地产业发展由投资性需求主导向消费性需求主导转变 

房地产泡沫主要就是指“房价比较高, 空置率比较高” ,房价高得远离市场和个人需求,远远超出了它的价值和普通人购买

力,空置率高得远离经济和社会支撑。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投机需求、投资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业迅猛发展,房

地产泡沫现象严重。以长沙为例:2008 年1 -9 月,全市商品房(不含单位集资建房、定向开发和经济适用房)均价为4332 元/㎡ , 

同比上涨了25.8 %；目前, 长沙的平均建安费约为1500 元/㎡ 、平均土地成本约为150 元/㎡ 、平均劳动力成本400 元/㎡ 、

再加上纳税成本和开发商15 %左右的合理利润总计约为2600 元/㎡ , 据此计算长沙房产的实际平均价值仅为2600 元/㎡ ,实际

泡沫水平约为67 % 。 

从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理上来看, 消费性需求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供给对象,它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

在房地产供给充裕的情况下, 由于消费性需求的房产形成二次交易的时间周期较长, 不会推动房价的大幅上扬。一方面,投机性

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造成了房地产实际消费性需求量扩张的假象；另一方面, 作为投机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的房产形成二次交易

的时间周期短, 并且交易频繁。因此,投机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是推动近几年来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扬的主导因素。强大的投机性

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欲望鼓噪起房地产经济泡沫, 强力推动着房地产的高位运行,这决定了房地产“高价格-高回报”模式的非可

持续性。 

 

目前,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房地产价格正处于理性的价值回归阶段。各地房价不断下降。一方面, 房地产价格的下降抑

制了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 同时逐渐激发了刚性的住房消费性需求；另一方面, 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支持力

度加大,不断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减少居民购房支出。这将进一步激活了刚性的住房消费性需求。2008年前三季度, 湖南省房地产

投资增速回落23.3 个百分点。商品房成交量近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 -9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减少2.3 %, 其中商品住房减少

2.6 %。二手房成交量减少24.3 %。价格逐月下跌, 湖南省3 -9 月环比下跌4.4 %,长沙2 -9 月环比下跌4.6 %。二手房成交量

的大小主要是由投资性需求的交易所决定, 因此二手房成交量大幅度减少说明湖南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在减少；同时,房地产投

资增速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回落, 但商品房成交量回落相对较小,这正是说明湖南的消费性需求开始逐渐主导房地产市场。总体

看来,2009 年湖南房地产业的发展将由投资性需求主导向消费性需求主导转变,消费性需求将推动房地产在价格的稳中有降中

发展, 房地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七、加大融资力度将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大主旋律 

近期,国家出台的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指出:2010 年底, 中央的投资安排将达到1.18 万亿元, 主要用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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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六大领域,将带动各地4 万亿元投资。31个省市平均可获得380.65 亿元的中央投资,带动

当地1290.32 亿元投资。由于湖南是个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 加上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实施“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 中央

对湖南的支持力度相对会比较大,预计湖南可以争取到近500 亿元的中央投资。根据1 :1 的地方配套,明后两年湖南将需要在财

力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拿出500 亿元的配套资金。这对湖南来说相对会比较困难。如何有效利用财政的杠杆效益引导社会资

本投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六大领域是我们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另外, 可以考虑积极向中央争取发行

“基建民生债券”地方政府债券试点的工作以解决今后一段时间的融资困难问题。加大融资力度将成为2009 年湖南经济发展的

一大主旋律。 

面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 年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重大决策, 研判准、动手早、措施力,积极应对、知难而进。

对湖南来说,2009 年是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更是蕴含重大机遇的一年,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极不寻常, 金融市场动荡将加速在全球范围扩散, 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世界经

济存在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和突发性风险,何时见底尚难预料；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经济运行将面临更加困

难的局面；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正从沿海向内地加深扩散, 对湖南省商品市场开拓和部分产业、部分企业的发展已造

成较大冲击。同时,对湖南来说更多的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有利于湖

南省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湖南省正处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基础

工作加强,有利于在应对危机和困难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面对危机,只要我们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科学应对的智慧；把困难踩在脚下, 把重任扛在肩上, 把眼睛盯

住前方, 就能够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开创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人民网2008 年11 月9 日。 

[ 2]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8〕126 号, 中国政府网2008 年

12 月03 日。 

[ 3] 朱有志:《危机晚半步 防御早半步 发展跨一步》,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731 会议)讲话, 2008 年12 月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