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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NDRC的职能:
一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包
括当前和长远）；

二是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规划和政策
建议（包括发展政策和改革政策）；

三是审批和核准在中国境内投资事关国家利益
和对人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的重大建设项目
（包括中央政府出资和投资规模较大的外资项
目）。

主要内容

一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三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取向。

中国经济总体形态（一）

总人口132129万人，年增680万人，城镇人口45%。

劳动人口76990万人，年增590万人，城镇劳动人口
29350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四，2007年为249530亿元，年增
长率11.9%。投资137239亿元，消费89210亿元。第
二产业占50%左右，第三产业占40%左右。世界占比
6%左右。人均GDP2500美元，占世界100位之后。

多项实物产量世界第一。如2007年粮食产量50150万
吨，钢材产量56894万吨。

2007年财政收入突破了5万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 年末农村贫困
人口为1479万人（低于785元）。

中国经济总体形态（二）

对外贸易额世界第三位，200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173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出口12180亿美元，进口
9558亿美元，出口大于进口2622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发展中国家第一，2007年
为748亿美元，增长13.6%。其中，制造业占54.7%；房
地产业占22.9%。

国家外汇储备额世界第一，2007年末为15282亿美元，
比上年末增加4619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

7.3046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9%。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

（1）人民币升值及其对中国的长期竞争力
的影响；

（2）新劳动法的通过对中国的投资环境
和竞争力的影响；

（3）中国外汇储备的未来策略；

（4）中国通胀形势 。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的，而
且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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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非常不平凡
非常不平静的一年。

胡温新政第二个执政期的第一年（政治周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
全球关注的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举办之年（1964年

日本，1988年韩国）;
今年也是全球经济经过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的转折

之年，出现1991年以来的第一次三大经济体同步放缓。
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特别是我们面临的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情况
下，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越来越困难。
多难兴邦、越挫越勇

当前总体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
好

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
的矛盾有所缓解；

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较多，人民生活进一步改
善；

经济运行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中
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与活力。

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
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
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
右；

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4.5%左右；

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基本政策取向

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
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
调控的首要任务，特别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
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同时密切跟踪经济形势新变化，把握好促进
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

如何认识当前的通货膨胀现象

体制发育成熟不同。

国际金融形势发生的新变化。

国内总体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化。

本轮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而不是需求拉
动型。

输入型通胀是本轮通胀一大特点。

全面性价格上涨存在较大的可能。

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发展问题，不仅要看当前，
更要着眼于未来。

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
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
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
口，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
凸显期”。耽误不起、失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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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于黄金发展期

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

城市化进程加快趋势

科技进步加速化趋势

资源配置市场化趋势

不断增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国际政治关系多极化趋势

中国发展也处于矛盾凸显期

经济保持前30年快速增长势头的难度加
大

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

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难度加大

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扩大内需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结构升级战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战略）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化战
略）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成果共享战略）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互利共赢战略）

结束语

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新更高的发展起点
上，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我们在复
兴之路上的步伐。

联系方式

TEL：63908365
13901092636

E-mail:xiaohuawu@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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