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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财眼透视

GDP保8：

期待鼓励实体经济政策

对于所有研究宏观经济
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能否保
持GDP同比增长8%以上的
增幅至关重要。山东省社科
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告
诉记者，虽然中国的GDP总
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但
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
处于人口快速增长的活跃
期，每年至少要解决近千万
人的就业，依据中国的实际
情况，GDP每增长1个百分
点，能拉动100万人左右的就
业，也就是说，为了创造足够
的就业岗位，保持社会稳定
和国民收入增长，GDP保8是
个重要的任务。”

不过，连续保持了十几
年的8%以上的GDP增长，在
2012年遇到强劲挑战，欧美
债务引发的外贸出口不断下
滑，国内一直未能真正启动
的消费内需，让8%变成了一
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
气监测中心日前公布的中国
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数据
显示，对于2012年，61%的经济
学家预计GDP增速将从去年
的9 .2%回落至8 .5%-9%之间。
投资银行摩根大通1月30日发
布的《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则预计，2012年中国GDP同比
增幅将回落至8 . 4%。

虽然对完成“保8”的目
标比较乐观，但在宏观经济

政策方面，摩根大通认为，中
国今年的经济政策重点将从
防通胀转向稳增长。而如何
实现稳增长，则成为经济学
家和金融机构对全国两会最
大的期待。

不论是官方背景的国家
统计局，还是搜狐财经这样
的市场化媒体，各方在两会前
分别进行的百名经济学家调
查，都将对全国两会经济刺激
政策的期待焦点，放在如何鼓
励实体经济增长上来。

在经历了去年的中小企
业贷款难、民营企业跑路潮
后，实施结构性减税扶持企
业发展，成为经济学家们的
普遍共识。调查显示，经济学
家中认为中小企业减税“非
常迫切”的达到了63%；认为
战略性新兴产业减税“非常
迫切”和“比较迫切”的分别
有37%和35%。

而摩根大通则认为，今
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依然
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并预计继2月24日
下调存款准备金后，全国两
会后央行还将在上半年继续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同
时在银行信贷方面，预计今
年新增贷款投放量有望达到
8 . 2万亿元人民币，高出去年
的7 . 47万亿元，以为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金融
支持。

房价下降：

期待调控放松

央行近日对存款准
备金率的下调，以及释放
出的信贷投放量将增加
的信号，让一直处在调控
风暴中前景暗淡的房地
产行业，意外迎来了一轮
好行情，不仅上市房地产
公司迎来了持续一周的
股价上扬，不少机构也认
为房地产市场将在今年
迎来复苏反弹的机会。

不过，对于饱受高房
价之困的普通老百姓来
说，能否继续将房价留在
下降通道内，成为对本届
政府最大的期待，在民生
与发展的博弈中，决策者
会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
式退出房地产紧缩政策，
成为机构资本对全国两会
最大的期待之一。

摩 根 大 通 银 行 的
《 2 0 1 2中国宏观经济展
望》预计，住宅房地产市
场将是中国经济今年一
个主要风险点，但出现房
地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
很小。政府有望在今年择
时放松房地产紧缩调控
措 施 ( 如 限 购 和 限 贷 政
策)以释放市场需求。然
而，考虑到降低房价已成
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因此不能完全排除调整
过度的风险。

中投证券则认为，近

期国务院“户籍制度”改
革间接给三、四线城市住
房消费带来增长空间，而
上海“居住证满3年可购
二套房”政策又迫于舆论
压力被叫停。房地产调控
政策虽然在两会前呈现反
复交错的复杂态势，但在两
会后，有望向有利于房地产
市场的方向发展，不过，这
种利好仍然会紧贴支持初
次购房者的需求。

对于房地产调控政
策的调整，国金证券认
为，由于房价下行已成定
局，政策放松的大周期已
经开始，尽管目前仅限于
地方政府层面，但其效应
会有积少成多的效果。如
果两会后房价调控的目
标在下半年逐渐实现，加
之地产对经济的下滑影
响体现，中央层面可能会
在首次置业首付比例方
面放松。

平安证券则预计，全
国两会上，中央层面对房
地产调控政策放松的回
旋余地很小，除非经济出
现硬着陆，比如单季度
GDP增速低于7 . 5%或房
价出现全国均价下降，
10%这样的显著下降，否
则房地产政策难以全面
放松。最乐观的局面是：
地方微调、中央默许。

机构、经济学家眼中的2012

两会后，中国经济会好吗？
本报记者 崔滨 实习生 王明慧

2012不是世界末日，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前景不明

的一年。持续低迷的外贸和消费增长，能让GDP增速保

住8%的“红线”吗？履新证监会主席百余天的郭树清，三

次向券商机构的喊话会带来股民们期盼已久的牛市

吗？与实体经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房价，能够继续

留在降价的通道里吗？

眼下，所有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将在融汇了行

业、市场和部门利益的全国两会里得以发酵和博弈，找

到政策与方向，在身处经济一线的金融机构和学者眼

中，今年的全国两会，会有哪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出台

呢？

虽然对完成“保8”的目标比较乐观，但在宏观经
济政策方面，摩根大通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政策重
点将从防通胀转向稳增长。

在民生与发展的博弈中，决策者会在什么
时间、以何种方式退出房地产紧缩政策，成为
机构资本对全国两会最大的期待之一。

股市转牛：

期待社保、养老基金入市

全年下跌22 . 86%的上
证指数，勾勒出股市一个贯
穿了2011年的大熊市。尽管
进入2012年，履新的证监会
主席郭树清锐意十足，上任
百余天内三次向机构资本
喊话，“A股目前的估值水
平只有平均15倍左右的市
盈率。其中沪深300等蓝筹
股 的 静 态 市 盈 率 不 足 1 3
倍，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
值。”

但深度套牢的散户和信
息不足的机构，让券商们甚
至将股市转牛的希望，寄托
在了周易八卦上。

不过随着全国两会的临
近，机构对牛市的信心开始
苏醒，股市中文化、消费、电
信等几大行业板块的上涨行
情，显示出机构对政策向好
的乐观。而其中，机构资本对
两会最大的期待，是养老保
险、企业年金等社保基金的
入市问题。

全国两会前，郭树清频
频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
会、上市公司协会等公开场
合吹风，“鼓励社保基金、企
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
资者增加对资本市场的投资
比重，积极推动全国养老保
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等长期
资金入市。”

要知道，对于新股超发
下失血严重的A股市场来

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累
计总额高达2 . 87万亿的结
余资金，将是对股市强有力
的输血复苏，而且像社保基
金这样的长线资本入市，将
有望改变A股市场“重投机
轻投资”的痼疾。

尽管社保基金入市还是
一件没有明确时间表的事
情，但在长江证券看来，在这
一利好预期的支撑下，两会
前后的股市将会有好的表
现。中金公司更是预计，上证
综指在今年一季度的“季节
性反弹”的高度在2500点左
右，并有望冲击2900点，对于
目前还在2400点区间徘徊的
上证综指来说，券商们对今
年股市的预期可谓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从历史
上看，全国两会自身就是利
好的行情。根据长江证券的
统计，在两会前的2月行情
中，过去14年有10年出现上
涨，上涨概率为71%；3月行
情中，14年内亦只有4年出现
了负收益。由于今年还是“换
届”之年，两会行情的历史表
现则更加突出，比如2007年
两会期间股市 2月份上涨
3 . 4%，3月份大涨10 . 51%；
2002年两会期间股市大涨
7 . 88%，3月份也有5 . 59%的
上涨；而1997年两会前的2月
份股市上涨7 . 8%，3月份更
是暴涨18 . 7%。

尽管社保基金入市还是一件没有明确时间
表的事情，但在这一利好预期的支撑下，两会前
后的股市将会有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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