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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ＳＡＲＳ疫情冲击的经济政策及其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梅梅　赵学军

摘　要：２００３年，为应对 ＳＡＲＳ疫情的冲击，政府及时出台了多项经济支持政策。在财

政政策上，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扶持企业生产，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民

航、旅游、商贸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给予阶段性贷款贴息。在金融政策上，中央银

行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维持适度充裕的流动性。金融机构对资金周转困难的企

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延展债务，确保其正常经营。这些支持性经济政策有力地

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但支持性经济政策也存在一些后遗症，固化甚至是强化了当时亟待

完善的经济结构，造成了资源环境的巨大浪费，迟滞了长期发展的战略计划。当前中国

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当年的 ＳＡＲＳ疫

情，但应对 ＳＡＲＳ疫情的经验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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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在争先恐

后地预测疫情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深度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尽管视角与结论各不相同，但大部分

人都自然而然地将２００３年的 “非典”疫情作为参照。① 学者们分析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

大部分是讨论疫情对地区、行业以及 ＧＤＰ增长率等方面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冲对策，试图对

症下药。② 甚少有人去梳理２００３年应对 “非典”冲击的各项经济政策，研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

果，寻找当年的经验教训，提出应对新冠疫情的历史启示。既然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与当年 “非

典”对经济的冲击有诸多相似之处，那么，回顾、总结２００３年应对 “非典”冲击的各项经济政

策及其经验教训，能够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提供政策借鉴。

一、引言

２００３年 “非典”爆发伊始，就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展开了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研究，提出

了不少政策建议。由于控制措施得力，“非典”疫情持续的时间不长，最终对全年经济增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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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李文：《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疫情的对比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于 《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梁红：

《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总体影响未必会超 “非典”》，载于 《企业观察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４０～４１页；《中国经济中期将

迅速反弹》，载于 《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如贾康：《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载于 《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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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太大，因此，胡鞍钢、林毅夫、茅于轼等学者认为，“非典”疫情只是对经济系统的一种随

机性、不确定性外部干扰，不影响生产能力，也不影响社会组织结构，对行业和地区的影响也是

局部的，经济运行基本符合经济周期的大趋势，而疫情造成的恐慌心理和过度反应、对短期经济

的消极预期，是 “非典”疫情扩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① 经济的迅速恢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市场有很强的自我平衡能力和自我补偿能力，不用把政府当作救市和恢复经济的第一位的

力量。②

对于应对 “非典”疫情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公共管理和社会政治体制等层面。吴

敬琏 （２００３）提出，ＳＡＲＳ危机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必须启动政治改革，

要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要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

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要让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防止全能政

府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作 “内部秘密”，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应对危机事

件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大多数学者们对政府政策拉动经济复苏的短期效果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普遍认为由于在意

ＧＤＰ的快速恢复有可能产生各种问题。如，林毅夫肯定了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控制疫情方面和

拉动经济复苏方面取得的辉煌战果，然而对启动这种动员力量后怎么刹车表示担忧。③张晓和郑

易生 （２００３）认为，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促进 ＧＤＰ的迅速恢复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对

ＧＤＰ增长是否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同步增加提出了疑问。在他们看来，整个社会 ＧＤＰ至上的倾

向，会严重削弱公共产品和服务系统，ＳＡＲＳ危机所反映出的公共卫生系统的严重削弱就与这种

不恰当的倾向有极大的关系。陈永伟 （２０２０）认为，政府直接的刺激政策，如大规模基建，能

够非常容易地抵消疫情的影响，保持 ＧＤＰ的稳定，但这样得来的 ＧＤＰ的成本可能非常巨大的，

可能会在经济中造成严重错配，最终造成的浪费和损失甚至会比疫情更大。但这些论述既没有分

析当时经济面临的具体困难、梳理具体的应对措施，也没有分析这些政策的具体 “药效”，只是

对经济政策的笼统概括和对可能结果的判断，缺失逻辑分析过程中的部分环节。

还有一些学者仅仅分析和思考部分政策引起的经济运行某一方面的表征。文魁等 （２００３）

发现，市场在 ＳＡＲＳ面前既有高效的一面，如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医疗产品的生产和自觉创

新，但也有失灵的表现，如部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失控，因此，需要对市场进行再认识，要重新

审视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公共管理，需要加强的是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提

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世界银行２００３年的中国经济半年报认为，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性的政策

为非常强劲的投资和信贷的增长创造了条件，推动了经济增长迅速恢复，但固定资产投资额高速

增长是不正常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 “硬着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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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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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的后 “非典”预言》，载于 《新经济导刊》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第２８～２９页； 《非典引发经济学家争论》，

载于 《中国经济信息》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第５０～５１页；茅于轼：《ＳＡＲＳ引起的经济学思考》，载于 《东方企业家》２００３年第６

期，第１４～１５页。

③　民建中央调研部：《经济学家聚焦后 “非典”时期的经济形势———研讨会综述》，载于 《经济界》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

２８～３３页。

《世界银行报告警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历史峰值，中国经济可能 “硬着陆”》，载于 《领导决策信息》２００３年１０

月第４１期，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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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经济学界对于应对 “非典”的经济政策的梳理、效果分析和反思比较少。本文

拟在已有文献资料基础上，梳理中国政府应对 ＳＡＲＳ冲击所出台的经济政策，对比疫后和疫中的

经济运行状况，分析这些经济支持政策的积极作用和负面效果，总结当年的经验教训，为当前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

二、ＳＡＲＳ疫情下的中国经济

（一）２００３年初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每年都以１０％以上的速度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１９９８年亚

洲金融危机爆发，当年中国 ＧＤＰ增速就降至８％以下。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到 ２００２年，ＧＤＰ年增长率恢复到

９１％。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从 １９９９年的 ５１％跃升至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０３％，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进一步延续了这一增长势头，增幅分别为１３％、１６１％，基础设施的投入带动了基础产

业的发展，通信、计算机等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形成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

长研究中心，２００３）。２００２年ＧＤＰ增长率中的一半 （４５个百分点）来源于第二产业的拉动，因

而第二产业是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也在 ２００１年迎来了大发展，其增速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间开始逐渐超过了同期 ＧＤＰ增速，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第三产业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

率在３３％ ～３８％之间，２００１年一跃达到 ４９％，２００２年第三产业拉动 ＧＤＰ增长 ４２个百分点，

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４６５％，而在２０００年第三产业仅拉动 ＧＤＰ增长３１个百分点，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为３６２％。②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自２００２年开始，世界经济正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迅速恢复期。

全球 ＧＤＰ年增长率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８％跌至２００１年的谷底２５％，２００２年恢复至３％，２００３年增

长到４３％，２００４年攀升至５４％。③ ２００１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合作不断扩大，

为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便利的条件。

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２００２年中国经济 ＧＤＰ年增长率重新进入了９％以上的高增

长轨道。２００２年第二季度后，企业家信心指数、工业制造业信心指数等均呈显著上升态势。

２００３年１月份，持续负增长的 ＣＰＩ指数重回正增长的轨道。与２００２年同期相比，２００３年第一季

度中国 ＧＤＰ增长９９％，是１９９６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２３％，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７８％，民间投资完成量同比增长 １８７％，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５６７％

（佟家栋和张伯伟，２００３）。

总体来看，２００３年初的中国正处于宏观经济繁荣的起步时期，整体经济趋势性、周期性上

升动力强劲。

（二）ＳＡＲＳ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２００２年底广东出现 ＳＡＲＳ疫情，２００３年４月后迅速扩散。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 ＳＡＲＳ疫情对中

·０１１·

①

③

②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年度数据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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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所产生的冲击开始显现。消费率先受到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幅回落，２００３

年１月增速为１０％，５月仅增长４３％，是上年同期增速的一半，为１９９１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①

ＧＤＰ增速从第一季度的９９％直降３２个百分点至第二季度的６７％。②

分行业来看，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不变价当季增长率同比第一季度分别

回落１１个、１９个和 １８个百分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拉动 ＧＤＰ同比增长 ０２％、

５３％和３６％，较第一季度分别下降００２个、０５５个和１４４个百分点，③ 第二、第三产业遭受

的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较为严重。

人口聚集型的服务类产业最先遭受了直接、强烈的冲击，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餐饮

住宿业产值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分别下降５４个和３６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中，客运业受影响最大。５月份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客运量同比分别下降 ６２５％、４０％、

７８％、３５１％。④ ２００３年４月份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速仅为２１％，５月份同比下降１５５％；住

宿业的增长也在４月、５月降至谷底。⑤ 旅游业全行业在４月和５月陷入停顿状态。理发、歌厅、

洗浴、网吧等个人消费服务和文化娱乐业，基本停摆。值得注意的是批发和零售业，第二季度比

第一季度增长２％，但其中耐用消费品及非必需品的销售遭受到了严重冲击。其中，服装鞋帽针

织纺织品和金银珠宝类产品在５月的消费总额出现了负增长；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在３月同比增

速较１～２月下降３８５个百分点，降至３０％，４月份增速依然延续下降趋势；汽车、体育娱乐用

品、家具类、文化办公类、烟酒饮料消费也大幅下滑。⑥

由于消费需求减少，运输不畅导致原料供应受限，出口受挫，“非典”对制造业造成冲击。

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主要有烟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石油加

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还有一些以餐

饮、旅游市场为主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饮料制造、农副食品制造业和食品生产业 （周学文，

２００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２月份的１９８％下滑至５月份的１３７％。⑦ 据工业生产月报显示，

有２１个大类９５个中类１５７个小类生产增长幅度出现回落，部分行业出现了负增长。⑧

“非典”对第一产业的冲击，主要是因为运输阻断、餐饮住宿业消费减少，从而对果树种

植、家禽养殖和水产业产生影响。“非典”时期，各地相互隔离，流通受阻，导致部分地区农产

品运输困难，运输成本也急剧上升。在宾馆和酒店的一些中高档海产品消费方面，因消费场所相

继停业，需求量锐减。因养殖业受创，又导致饲料行业生产下滑，豆粕、玉米、大豆相继受到影

响，４月下旬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豆粕价格连续大幅下跌，甚至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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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 １３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３５１５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 １３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７７２７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⑥　Ｗｉｎｄ数据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抗击非典经受考验 促进发展再创佳绩———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趋势》，ｈｔ

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０７／０７１０／０７／３Ｊ１９６０ＫＫ００２５１ＲＪ２ｈｔｍｌ。

商务部：《商务部关于组织实施 〈全国餐饮业和住宿业振兴计划〉的通知》，商务部网站，２００３年７月３０日。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月度数据库。

《调查显示：“非典”对中国工业生产总体影响不大》，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３年７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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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对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已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的餐饮、宾馆、旅游等行业，都是

容纳新增就业的主体行业，就业弹性高，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失业率上升。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全

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比２００２年底提高了０１个百分点，第二季度进一步扩大为０２个百分点，由

２００２年第四季度的４０％快速上升至４２％，失业人口约８００万，再加上因 “非典”而失去工作

的近８００万 “隐性就业”的农民工，① 实际失业率创下新高。

“非典”的滞后效应同样不可忽视。疫情期间，一部分制造业因为有上一期的生产订单，尚

可维持运转，但由于新增客户、订单大幅减少，后期库存压力堪忧。２００３年５月末，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和应收账款同比分别上升１０３％和１１％，升幅提高６１个和７８个百

分点，为近５年来最高水平。②

“非典”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主要通过股票市场表现出来。疫情爆发导致的负面预期从４月

下旬开始主导市场情绪，股市从第一季度的整体震荡上行转入快速下跌。在此期间，除了因为疫

情而受益的医药生物板块在此期间有过上涨行情以外，其他板块均有不同程度下跌，休闲服务、

建筑装饰、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遭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板块下跌尤为严重。受此影响，企业在股

市上累计筹资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减少６０亿元。整个上半年，企业通过 Ａ股筹资下降４６８％。③

股市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比重大幅下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功能大大受限。

三、政府应对ＳＡＲＳ疫情的经济政策

为应对 ＳＡＲＳ疫情的冲击，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各地政府

也结合本地实际，提供了相应的财政和信贷支持。

（一）财政政策

一是财政支持。一方面通过下拨总计１３６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２８亿元，地方财政１０８亿元）

非典防治专项基金、返还部分已上缴税费 （如失业保险）、各种保证金等渠道向企业提供适当的

资金支持；④ 另一方面财政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重点项目以及固定资产。如，深圳在

２００３年６月筛选出２２０个精心培育、着力建设的重大项目，投资总额２５００亿元，其中，基础设

施项目占比最多，总投资 １６７０亿元。⑤ 苏州市确定了 １２２项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 １６００亿元

（其中１１６项为建设项目，当年计划完成投资超过３００亿元），并提出要确保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据全国防非指挥部统计，４月下旬到５月份全国返乡农民工约８００万人左右，其中４００多万人是非典造成的非正常流动

返乡，４００万人左右是季节性返回参加夏收，但由于非典的原因这部分人也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新的就业岗位。农民工流出地

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广东等６个省 （区、市），流出２３５万人，占流出总量的５２％。参见冯蕾：《让农民

工安全有序流动》，载于 《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７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抗击非典经受考验 促进发展再创佳绩———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趋势》，ｈｔ

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０７／０７１０／０７／３Ｊ１９６０ＫＫ００２５１ＲＪ２ｈｔｍｌ。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１０～１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３５１５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４年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９～５０页。

《深圳确定２２０个重大项目２５００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载于 《证券时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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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资１１００亿元，力争超过１２００亿元，弥补消费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快速增长。①

二是减负，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企业的各种税费负担和融资成本负担。针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餐饮、旅店、旅游、娱乐、公共交通客运等行业以及集贸市场，开展小范围阶段性②政府

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减免③；对于疫情严重影响地区经营蔬

菜的个体工商户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允许确实困难的零售、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服务

行业的企业缓缴社保费用；协助一些停工停产的企业获得房租减免；对于非典期间取得的临时性

工作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个人短期贷款提供一定比例的财政贴息等。

由于财政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加，导致财政压力有所增加，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调整预算，压缩

会议费、差旅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支出。

（二）货币政策

“非典”时期由于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性上行阶段，央行并没有采取降准、降息等强刺激操

作，而是通过大幅度放宽信用操作，要求金融机构加强贷款营销，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

降低实体经济和居民融资成本，进行逆周期调节，维持适度充裕的流动性。

一方面，配合财政政策，对民航、旅游、商贸等受 “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实施阶段

性贷款贴息政策。对这些行业里一部分资金周转暂时困难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并实

施适当信贷倾斜，放宽条件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延展企业已有债务，确保企业的经营运转

能力。

另一方面，为了提振宏观经济，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运输、居民生活必需用品生产销

售、农业生产、外贸出口等方面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信贷向房地产、汽车和互联网行业倾

斜，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如，北京市５月底启动了６０亿元抗 “非典”、促经济

专项贴息贷款，提供免担保贷款，帮助受 “非典”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个体户以及在 “非典”

期间迎难而上的创业者，给予一年１０％的贴息；对 “非典”期间准备购买汽车、住房的，贷款

利率在原来基础上下调１０％，延续至疫情结束后半年截止 （李峻岭，２００３）。

紧急救市行动导致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数额激增。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金融机构每年新增人民

币贷款分别为１１５万亿元、１０８万亿元、１３３万亿元、１２９万亿元、１８５万亿元，而２００３年

上半年就新增贷款１８万亿元，几乎用完２００２年全年贷款额度，同比多增２３１％。从贷款的投

向结构看，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６３％为票据贴现、基建和技改、消费、农业和企业短期贷

款。货币供应总量 Ｍ２增速明显提升，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Ｍ２增长速度分别为 １５３％、１４７％、

１２３％、１４４％、１６８％，２００３年上半年达到２０８％，Ｍ２增长率比 ＧＤＰ加 ＣＰＩ涨幅之和高出

·３１１·

①

②

③

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影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等的通知》，２００３年５

月１１日。

大多数地区大多数行业的减免都是从２００３年５月开始，到９月截止，对民航旅客运输业务和旅游业两个行业免征经营

服务性收费、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政策被延长到了１２月３１日，广州作为疫情的首发地，相关措施从２００３

年１月１号开始实行，为期１年。

属于中央收入的部分收费和基金全免，地方性的收入由各地方自主决定，大多数地区是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减半或延期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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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百分点，而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最高水平只有９６个百分点。①

（三）土地政策

大幅增长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土地资源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２００３年２月国土资源部下发 《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和

《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两个文件，使得土地出让自由度下降。“非典”发生

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忙于刺激消费、加大投资，银行也扩大了相应的信贷业务，各地纷纷加大了

土地供应量。如，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０日，宁波市提出了确保２００３年全市重点园区完成开发面积４０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投入４５亿元、引进外资５５亿美元、引进内资３０亿元的目标；② 浙江省于

５月１５日发文要求全省各地切实加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增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抓紧

组织实施 “五大百亿”工程，加强资金、土地等建设条件的运筹和协调，加快组织开工一批建

设项目。③

为了扩大内需，不断拓展消费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

还纷纷举办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市场开拓活动，如大型商业会展以及节庆活动，④ 同时规范重

要消费品和新兴消费品的生产标准，确保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商

务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努力为企业搭建网上洽谈、成交的平台。

四、经济支持政策的积极成效与负面作用

（一）经济支持政策的积极成效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政府的 “救市”措施促进了经济系统强大的自我

修复能力，６月份宏观经济在遭受 “非典”疫情缓解后很快得以恢复，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通

道。按不变价计算，ＧＤＰ增长率在第三季度恢复到了１０％。２００３年全年 ＧＤＰ的增长率为１０％，

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高于２００２年的９１％。这主要归功于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季度第

一、第二产业 ＧＤＰ增长较第二季度提高了１６个和１９个百分点，基本恢复至第一季度水平，

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７９１％ （桑絫，２００４）。政府干预政策效果明显。

经济系统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通道，消费结构正

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加入 ＷＴＯ的红利也正刚开始释放，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经济

复苏的大环境仍在。随着疫情的解除，人与人的接触、交往、交易得以恢复，物流运输也逐渐畅

通，被长时间压制的以及后移的消费需求获得释放。另外，疫情也催生了一些基于安全、康体保

健目的的新消费需求 （例如汽车、通信、电子产品、体育保健等用品及绿色食品），网上购物、

网络教育等新消费方式加速发展，企业也在积极转型，应对、引领这一新的市场形势。随着需求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 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３５１５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经委关于积极应对非典影响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和工业产业园区

建设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０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委等部门关于积极应对非典影响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５日。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商务部召开工商、商商联手开拓市场座谈会》，商务部网站，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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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补，国内消费迅速反弹回升，７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回升至９８％的高位，并持续

快速增长，第三季度增长比第二季度增长加快了３个百分点，恢复到 “非典”前的水平，全年

实现增长９１％。①

在迸发的消费需求背后，政府政策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和小汽车消费

领域，受政策影响最大。政府及时出台的一系列补贴、减负和宽信贷政策，以及为改善市场环境

所作出的努力，为企业平安渡过危机、蓄能尽快恢复生产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另外，政府投

资、政策支持和较高货币增速，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带动规模工业企业从６月份起开

始复苏。很多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卫生保障等方面的建设，为中国经济的持续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经济支持政策的负面作用

应对 “非典”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非十分完美，也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中国工业经济结构愈加失衡。工业经济结构问题其实并不是 “非典”疫情之后出现的新问

题，但是，在应对疫情冲击时，还是难免深陷于 ＧＤＰ情结，上项目、抓投资是短期内提升 ＧＤＰ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大幅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是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基

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激增的消费和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小汽车方面，中国工业结构失

衡愈发严重。一些地方政府无序兴办各类开发区、园区，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名低价或无偿出

让土地，减免税费，导致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某些生产能力已经过大的行业仍旧盲目扩张，一

些企业以 “高技术产业”名义骗取各种补贴，名不副实的项目竞相上马，甚至一些本该淘汰的

低水平、高能耗、高污染的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等项目也新建扩产，死灰复燃。

中央发现这一趋势后，出台了一些控制开发区规模、抑制一些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的重复建设

政策。２００３年６月，央行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７月国务院办公

厅又下发了 《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和 《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

地管理的通知》。但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又借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来托底。２００３年

８月发出 《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尽管央行随后稍稍收紧了货币政

策，调高存款准备金率１个百分点，也没能抑制房地产暴涨，部分城市商品住宅价格上涨超过

２０％ （吴忠群，２００４）。２００３年全年，全国房地产投资首次突破１万亿元，达到２９７％的增长

速度 （谢家瑾，２００４），远远高于２００２年２２８％的增速 （吴忠群，２００４）。大搞房地产建设、大

搞基建，成为当时城镇化的主旋律。２００３年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３８万亿元，增长

５４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名义增长率突然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间的年均 １１８％提高到

２６７％，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２４５％左右，② 累计同比增长较上年提高１１个百分点，成

为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投资增长率增长最快的一年。

固定资产投资急速增长的原因是工业投资大幅度增长，工业投资增速达３９３％，在增加的

固定资产投资里，有７８１％是工业投资，而工业投资增长中，主要体现为房地产、汽车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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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带动的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投资高速增长 （张志勇，２００４）。这些行业虽然总量突

飞猛进，但是发展质量却徘徊不前。以钢铁工业为例，生产能力大部分集中在粗钢和低端产品。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我国炼钢能力增长４８％，其中大规模企业增长３５％，而分散的小规模企业增长

１２２％，规模企业占产钢总能力的比重从 ２００３年的 ８５％下降到 ７７％ （贺军，２００４）。２００３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要求各地区对这三个行业投资建设项目认真清理，结果发现钢铁行业不符合准入标准的项目生产

能力总和占在建总能力的４５３％，而且新建项目占用土地大部分没办理审批手续。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一路高歌猛进，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持续上涨，从２００２年上半年的零

增长，升至２００３年上半年的１％，又升至第三季度的１５％、第四季度的２２％。① 尤其是钢材

等原材料和能源，２００３年９月份以后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价格暴涨。涨幅较大的主要是黑色

金属、部分有色金属、成品油和部分化工原料。与２００２年相比，２００３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

进价格平均上涨４８％，而２００２年比上年下降２３％ （桑絫，２００４）。

原材料价格上扬所导致的生产价格的高增长，最终传导到消费价格上，形成通货膨胀。２００３

年前８个月，通货膨胀率都低于１％，９月份以后通货膨胀率被拉升到了１％以上，ＧＤＰ缩减指

数变动率在一年内从２００２年的 －０３％骤升至２００３年的２１％。②分析价格上涨的构成，就会发

现问题更加复杂了。２００３年 １～１２月累计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

１２％，涨幅比２００２年提高２个百分点，但物价上涨主要由食品带动，大多数商品尤其是工业消

费品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２００３年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３６％，影响 ＰＰＩ上涨约２６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１１％，影响 ＰＰＩ下降约０３个百分点。１２月份企业商品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６３％；其中初级产品同比上涨１０９％，中间产品上涨６５％，最终产品上涨

４１％。③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消费资料价格涨幅，初级和中间产品价格涨幅高于最终产品，说

明受最终消费需求约束，初级和中间产品的价格上涨并没有充分传导到最终产品上。

原料价格上涨而产品价格涨不上去的背后，必然是大部分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２００３年，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１９９２年该指数建立以来的最高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

后，实现利润总额８１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２７％。但是，这部分新增利润总额的４８７％是由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五个行业贡献的。④ 这是我国投资与贷款大幅增长的同时，国内有效消费需求虽然有所增

长，但相对于涨幅更快的供给来说仍然不足的必然结果。中国的高投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

动的，而不是靠市场信号，从长远来看，一旦即期投资转化为供给的时候，消费率长期偏低必然

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会使过高的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某些行业或某些生

产环节的投资需求变成过剩的供给。

大幅增长的重化工业，投资的有机构成通常较高，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因而，大力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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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没能很好地解决 “非典”疫情对就业的冲击问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能迅速增长。我

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由２００２年第四季度的４０％快速上升至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的４２％，并在２００３

年底疫情结束后继续升至４３％，直至２００４年第三季度才微降至４２％ （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团

队，２０２０）。居民收入降低，导致在国家政策激励下迅猛发展的房地产、小汽车消费对其他消费

进一步产生了较强的挤出效应。所以，虽然疫情过后，消费有所回补，但是效果有限，真正有购

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使中国经济持续地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威胁。房地产、小汽车恢复较快，但

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购买力，因为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我国消费贷款增加２４５９亿

元，同比多增１０７０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１５２１亿元，同比多增４７８亿元；汽车贷款增

加４８３亿元，同比多增２０３亿元。① 能反映真实购买力的全年旅游收入同比下降１１２％，６月初

“非典”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７～８月国内客运量增速仍持续为负，且全年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ＧＤＰ增速较上年降低１个百分点。②

投资消费比重失衡又导致居民对服务消费的有效需求降低，第三产业增长持续滞后于经济发

展，使得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愈加不合理的趋势。２００３年，我国第二产业增长１２５％，增速比

上年加快２７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长６７％，比 ＧＤＰ增长率低２４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１７％的增长率低１０多个百分点，与去年的增速相比也减缓０８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

三次产业中占比３２％，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６０％ ～８０％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４０％左

右的水平。③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通常远远高于第二产业，故发展第三产业是增加就业的关

键。这就陷入了消费不足和第三产业难以发展的这样一个死循环，直接导致投资率上升，消费率

却在下降的怪象。

２００３年投资需求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达将近７０％，而最终消费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只有不

到３７％。④ 生产过剩，势必只能依赖出口。２００３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已达６０％ （何晓

明，２００３）。这几个比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投资和外贸两个轮子，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基建和出口。从长期来看，工业经济增速将难以为继。在刺激计划中做大，甚至一

度做强的很多国有企业，最终产能过剩，成为 “僵尸企业”。那些从项目转包分包中受益的，以

及一窝蜂涌入原材料工业中的很多民营企业，也由于过度扩张而负债累累。

资本市场也并不看好这种失衡的发展。在５月中旬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股市各板块一度整

体反弹，上证综指小幅上行，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４日到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期间上涨２４％。但在６月央

行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发出收紧货币政策信号之后，股市下

半年一路下跌，直至１１月份才有小幅回弹。⑤ 尽管股市并不怎么景气，但大量的资金并未因此而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２００３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 ２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３５１５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Ｗｉｎｄ数据库。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 １６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７７２７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年度数据库。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 １０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ｈｕｏｂｉｓｉ／１２５２０７／１２５２２７／１２５９５７／１２６０２１／２８７７２７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应对ＳＡＲＳ疫情冲击的经济政策及其启示

流入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的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金融交易资金中被用于金融机构往来的

资金迅速增加，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１８５９４亿元，迅速增长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７４８４２亿元。２００３年社会融

资规模３４１１３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１４００１亿元，各种融资渠道中，仅有境内股票社会融资规模

是下降的，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２８亿元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５５９亿元。①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资本在金融

体系内自我循环空转。随着资金的交易链条被拉长，虽然最终有部分流入了实体经济，但实体经

济的融资成本必然大幅抬升。

当年的投资热潮兴起易，而刹车难。到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２００３年同

期继续增长４３％，刷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最高纪录。相比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前三年的平均１３％上升到２５％以上，三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翻

了一番，由４３５万亿元增加到８８６万亿元。一方面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投资具有周期长、惯性

大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增长转化率日益降低，也就是投资每增长１％能够拉动的 ＧＤＰ增

长率越来越低，２００４年只有０３％，科技、文化、教育、管理等综合要素对 ＧＤＰ增长的贡献降

到１０％以下 （成思危，２００５），因而只有靠更高的投资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过快增长的投资需求导致了对资源的无序和过度开发消耗、乱占滥用耕地、环境污染加剧的

现象，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全国能源消耗总量，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增长了１３４％，年均增长４２％，而到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三年增长 ４６６％，年均增长

１３６％ （房维中，２００６）。２００３年我国的 ＧＤＰ折算成美元约占世界各国 ＧＤＰ总和的４％，但钢

材消耗占世界钢材消耗总量的２５％还多，日均消费石油占世界日均消耗石油的７％，煤炭消耗约

占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３０％，水泥消耗约占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５０％，用电总量约占世界用电

总量的１０％。② 主要污染物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曾经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逐年减少，２００３年又显著增

多，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三年增长３１４％，每年平均增长９５％ （房维中，２００６）。从总体上看，国内

能源总需求已经远远超出总供给。２００３年我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 “电荒”，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中有２１个省份电网拉闸限电。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拉闸限电的省 （区、市）增加到了２４

个 （杨光，２００４），倒逼出了电力建设的急剧扩张。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全年，涌进电力建设

市场的资金接近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两年的投资总和 （陈韩辉，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我国 ＧＤＰ依然不

到全世界的５％，但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煤炭的消费总量已占全

世界的３６９％，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已占世界第一位 （房维中，２００６）。对高投资的

依赖，是一种依靠原材料和能源的高投入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高投

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涅茨增长的内在根源，对我国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和资源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势必难以持续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投资需求的波动往往比消费需求大得多，增长率也极不稳定。因为投资仅仅

取决于对利润的预期，对利润的预期又反过来受总需求影响，而消费占总支出比例低的经济体要

·８１１·

①

②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年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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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充分就业保障足够的消费需求又只能依赖这种容易波动的投资需求，从而因总需求不足导致

投资内在的不稳定性而发生经济波动的可能性也更大。我国的投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高

杠杆率就意味着潜在的高信贷风险。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３３２８家房地产企业的跟踪调查，２００３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占２８８９％，比２００２年提高了９７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６７５％。如果加上开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施工企业垫资中的银行贷款部分、预收款中的个人住

房贷款部分，银行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例在６０％左右 （谢家瑾，２００４），而且房地产业还

直接或间接联系着建筑、冶金、建材、装饰、家电、家具、金融等诸多产业。

所以，我国应对非典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虽然短期有效，但其弊端也很明显。政策的结构性

偏差，推高了原材料价格，加大了通胀压力，但对于降低失业率成效甚微，大部分企业面临日益

高企的原料价格和黯淡的消费市场，盈利能力逐步下降，人民群众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暗藏了

竞争加剧，产品积压的风险。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还容易引发不良贷款金融风险和经

济社会其他方面的隐患，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经济中的

主导地位再次被强化，这一做法是与市场化取向相悖的，会固化既有产业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

增长方式向依靠内需转变，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计划，被短期的困难所影响。

五、抗击 “非典”经验对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

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相比，“非典”疫情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新冠肺炎疫情

与 “非典”疫情又有很大的相似性，当年抗击 “非典”的经验，对今天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

仍有许多启示。

第一，及时向受到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稳定企业经营，是阻止经济因疫情影

响大幅下行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二，及时减少企业的税费负担，对民航、旅游、商贸等受 “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实施阶段性税费减免和贷款贴息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企业恢复生产经营，缩短经济

复苏时间。

第三，积极支持因疫情而新兴的新消费需求，支持汽车、通信、电子产品、体育保健等用品

及绿色食品新消费需求，支持网上购物、网络教育等新消费方式，因势利导，将危机转化为经济

发展转型的动力，促进新的经济增长。

第四，优先支持第三产业恢复生产经营，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收

入，促进社会消费增长。

第五，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低收入群体提供补贴，弥补其收入损失，保障其基本生活。

第六，疫情过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刺激政策应该慎重，特别要吸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

设 “高歌猛进”后产生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环境污染、房价上涨、物价上涨等教训。

第七，避免政府再次以行政手段替代市场配置资源，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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