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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陈 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要：从今年年初起，中国的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略快于去年同期水平。但是，非典危机给中国经济

带来意外的打击。非典究竟是否，并且如何影响我国经济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一种

新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的结论是非典并不会给中国经济以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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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宏观经济从 1992 年和 1993 年的房地产热和 1994 到 1995 年的投资热潮使名义经

济增长率从 1990 年和 1991 年的 6%左右上升到 30%以上，1994 年的峰值达到 35%，从

1992-1995 年四年间，平均名义增长率高达 27.75%，自 1996 年名义增长率开始回落，1999
年仅为 4.9%。 

1992-1995 年的极高的名义增长率是由投资的高增长率所带动的，这种高投资增长率所

带来的结果是固定资产（资本存量价值）的增加，从而使企业的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大幅度

增加，1996 年利息在 GDP 中的比重已经接近营业盈余，从而表明企业几乎没有盈利，资

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变动，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和工资收入的比

重下降，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居民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下降和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

这是导致消费品市场萎缩和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1997 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

1998 以来为了确保 8％的实际增长率，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包括取消商业

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利率等；伴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

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来增加总支出，这些措施的实施为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和降低企业资本存量价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02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恢

复到 7.8％。 
今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经济景

气全面升温。据统计我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3562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高达 9.9%，比去年高出 2.3 个百分点，是 1997 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1631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13414 亿元，增长 12.3％；第三

产业增加值 8517 亿元，增长 7.6％； 工业生产增长 17.2％，比去年同期增加 6.3 个百分点，

与前几年平均增长 12％左右的速度相比，明显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7.8％，市

场销售增长 9.2％，同比分别增加了 8.2 和 0.8 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长 42.4％，增加 34.8
个百分点；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56.7％，增加 29.2 个百分点；广义货币 M2 增长 18.5％，

狭义货币 M1 增长 20.1％，分别增加了 4.2 和 10 个百分点。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了

3160 亿美元的新高，比年初增加 296 亿美元。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在今年第一

季度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保持相对平稳。 
在今年的经济增长中，住房、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些新的消费增

长点，对经济景气增长支撑和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在 39 个工业大类中，电子通信行业对整

体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18.74％，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贡献率为 15.39％。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4.9％，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 52.7％，与住房相关的装修材料、家具、

装修服务等一系列产品和行业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自 2002 年 11 月我国首次在广州地区发现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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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以来，已从广东向我国其他部分地区继发性传播，

二月初 SARS 开始在广州地区迅速爆发，进入三月份以来，随着 SARS 的蔓延，广东省和

北京市先后成为该传染病的重灾区，并在四月份以后扩大到其他省市。截至 5 月 16 日 10
时，全国内地共有 25 个省、市累计报告 SARS 型肺炎病例 5191 例（其中医务人员 952 例），

累计治愈出院 1947 例，死亡 275 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为 2969 例。图 1、图 2
和图 3 是对中国 SARS 病情发展情况的统计。SARS 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飞沫传播，也

就是说通过面对面的交往活动即可传播，由于 SARS 疾病呈很强的聚集性的传染特点，现

代医学仍旧未能全部了解 SARS 的病毒、传播途径以及如何预防和积极有效的治疗方式；

短期内 SARS 对人们心理造成的极度恐慌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为抵御它而采取的

预防措施成为生活的首要事件，而远远不只是疾病本身的影响，SARS 的出现对人们的心理

乃至整个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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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 SARS 每日新增病例情况（4 月 21 日－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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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 SARS 病情发展情况（4 月 21 日－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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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 SARS 累计医务人员病例比率和死亡率（4 月 21 日－5 月 14 日） 

 
SARS 的出现也对社会乃至宏观经济的诸多方面造成了许多影响。大约三月份时，多数

经济学者都认为 SARS 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大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 0.1；最近一些经

济学家认为这个影响比较大，如果说今年五月底能够把情况稳定下来，可能在第二季度比第

一季度少 2％，大概是百分七点几了。如果说是到了九月份，全年的经济就会降低 1.5 到 2
个百分点。日前，摩根士丹利、美林、高盛集团纷纷调低了对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表示，SARS 所带来不确定性是影响经济的主因，尤其在

整个国内外都过度渲染 SARS 的同时，信心危机将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最大主因。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宋国青认为，SARS 没有先例，而且其发展前景难以预测，

因此要对其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预测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所谓预测，可能只是大体的“猜

测”。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现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不太明显。

SARS 直接的影响主要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包括外贸和外商投资。中国是一个内需主导的

大国，主要靠国内因素支持经济增长，外部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是不足以形成主导

性的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预测更为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显示了很强的自我推动、

自我增长惯性，全年经济增长率应在 9-10%之间，考虑到 SARS 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率仍应在 8-9%之间。 
世界银行在其 4 月 24 日发布的《东亚经济报告》和《中国经济半年报》中，未对中国

经济增长率受 SARS 影响可能降低多少个百分点作出明确预测，只是认为一季度 9.9％的高

速度不可能持续下去。但总的说中国经济仍会以强劲的速度增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也将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向下修正了 0.3-0.5 百分点。 
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最新一期《2003 年亚洲发展展望》的中国篇。报告表明，中国经

济虽然目前正面临 SARS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03 至 2004 年经济增长率会略有放慢，但

亚行仍相当看好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优异的表现，预计 2003 年经济增长率为

7.3%，而 2004 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长率，预计在 7.6%左右。 
摩根斯坦利将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率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由 7%降至 6.5%。SARS

对中国初步造成的冲击，无论是经济上的影响或形象上的损害，都明显相当严重。考虑到商

业所受影响，还有进一步下调预测的可能。 
《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说，投资者认为，不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承受

的。在中国的大多数商人指出，SARS 是一场影响到经济的危机，而不是一场经济危机。它

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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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金融时报》5 月 6 日发表文章认为，SARS 的蔓延引起人们的忧虑，担心中国

经济增长可能下降。但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虽然 SARS 可能会造成某些影响，中国经济仍

在持续增长。 
可见，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持谨慎态度。然而，如果把 SARS 看

为对宏观经济的一种外部冲击，它对经济影响也许并不是那么严重。究竟 SARS 如何影响

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是否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致命影响，本文将利用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分析

模型和方法对此进行分析。 
 

二、基本模型 
本文使用的模型，是以完全的市场经济为研究起点，即在所有生产领域，商品和劳务的

生产都是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由此，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核算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

重要的是考察企业盈利或亏损，就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而言，由生产函

数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和实际变量与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这是

本模型的一个重要特性。 
1．收入－支出模型 
这里的分析抽象掉了微观特性，整个宏观经济由居民、银行、企业和政府四个经济部门

构成，这里的成本－收益计算也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影响企业收益的经济变量。联系到

国民经济统计实际，把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行重新表述。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表示为：

TSDWY +++= ；这里，营业盈余可分为利息和利润两部分，分别用 R 和 π 表示：

π+= RS ；总支出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分别用 C 、I 和 G 表示，按照国民收

入核算等式，总收入与总支出均等于名义 GDP，则： GICY ++= ；由此，则企业的成

本构成主要有：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利息和利润以及税收；作为企业成本收益的重

要变量工资、利息、利润和税收又构成了居民、银行、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来源；作为开放经

济，贸易对一国的影响因素也越来越重要，在以支出法计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我们将向国外

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出口和进口用 E 和 I 表示，由此，可以将传统的收入－支出模型改写为：

Y= IEGICTRDW −+++=++++ π 。 
这里，政府独立于市场经济中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主体之外，他所扮演的仅仅是守夜人

的角色，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行为是为谋求公共福利的最大和社会经

济的稳定。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和税率，总支出的变动将影响企业的盈利或亏损。 
2．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涉及的市场经济的性质，即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由于古典学派

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全部工资用于消费和全部利润用于储蓄的假设只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

向递减假设的极端，使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假设更易于说明问题。假设企业家的利润不用

于消费，那么全部产品将是由个人的工资购买和消费的，企业家所获得的只是永远不消费而

转化为资本的利润，这样，假设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不变，则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

稳定状态下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
R

W
+π

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

的比率
RD

W
+

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

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 
3．货币金融体系 
该模型的关键在于一个体现着市场经济关系的健全的金融体系（这里的金融体系简单地

认为全部由商业银行构成）。在成熟的金融体系中，一切投资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有

收入又形成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前面已经表明，GDP 即所有商品交易价值总额，也就是

用于商品交易的货币量之和，货币流通速度为 V，显然： VMGDP ×= 。 
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变化较小，如果进一步简单地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为 1，则这里的

GDP 完全可以用货币存量为表示，换句话说，只要货币供给量上升，GDP 就会增加，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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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量下降，GDP 就会减少，由于不存在资本市场，所有增加的货币供给量最终用于商品

交易，直接带来 GDP 的上升。长期货币变化的趋势和突发事件的冲击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

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在物价水平不变，社会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也会影响 GDP 的高

低。 
家庭、企业及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是联为一体不可分的，劳动者报酬、利息和利

润三个部分构成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家庭通过资产选择以手持现金、活期存款及居民储蓄

存款的方式持有，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假设条件下，现金和活期存款主要用于消费，存在商

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大部分及小部分活期存款构成了企业贷款的主要来源，货币创造主要发

生在商业银行对存贷款业务中，银行存款中能够贷出的才会发生货币创造进而形成货币供

给。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和银行的存贷款行为共同组成了宏观经济运行。 
4．模型均衡分析 
此模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存量和流量的同时均衡，即当期的投资流量会转化为下期固定

资产存量，即 ttt IKK += −1 ，从而带来利息及折旧成本的变化。现在加入企业以盈利为经

营目标的假设，这样，企业增加或减少产出和是否扩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即当 π>0
时，企业将扩大产出和投资，而当 π<0 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投资，我们将得到上述模型的

均衡状态，即 π=0。让我们在这一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来讨论稳定状态的条件和经济波动。 
在经济高涨时期，π>0，企业增加投资（I），这里的投资都来自于银行贷款（DL），会

引起企业存款（DDf）和货币供给量（M）的增加，进而国民收入（Y）上升，通过收入分

配渠道，居民储蓄存款（DDp）的增长为更多的银行贷款提供支持；由于当期投资转换为下

期资产存量，为维持高于稳定增长率的增长就需要投资的累进增长，即货币供给量也需要以

一个累进的速度上升，随企业取得的银行贷款的不断增加，企业资产中负债（即由贷款构成）

比例不断上升，资产负债率（β）上升，这就给银行一个风险信号，达到一定程度时，银行

会减少对企业的贷款，导致投资的下降，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利润减少，收入减少，经济开

始走下坡路，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又会得到改善，随着有效需求的增加，企业的经营状况趋

好，银行贷款又会增加，利润增加，货币供应量上升，收入增加，存款上升，商业银行货币

创造速度加快，引起新一轮的经济高涨。 
5．外部冲击对模型均衡的影响 
上面叙述的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在一个封闭经济模型中，只要各个

比例保持不变且没有外部冲击，模型就处于一种稳定状态，银行存款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企

业的股票价值、抵押资产的价值以稳定比例增长，银行贷款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从而货币供

给以稳定的比例增长，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稳定循环。但是，现实经济中难以避免各种各样的

外部冲击，它不是经济体内生的，而是某种突如其来的不可预料的外部因素所致。这样的外

部冲击通常影响经济体系内部的传导机制给经济运行造成扰动，这种扰动具有正的效应或负

的效应或兼而有之，但在这种扰动结束后经济活动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一般来看，由于外

部的冲击，经济运行的趋势会突然改变，但冲击消失后又会恢复平衡。 
构成外部冲击的事件很多，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 911 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像

SARS 这样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也可认为是外部冲击。这些外部冲击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等，

对宏观经济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但是，只要这些外部冲击不能直接改变上述几个重要的比例

关系，只要不会对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和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就不会对宏观经济形势造

成根本性的破坏和影响。 
 

三、SARS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今年一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9.9％。SARS 疫情爆发以后，到底对中国的宏观

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下面将用本文所述理论及模型对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几个方面

进行分析。 
1．对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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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与其发生的时间长短和区域范围有直接联系。就目前了解的情

况是，SARS 是从 2002 年 11 月到 2003 年的 2 月在广东地区逐步蔓延，3 月在广州大面积

爆发，4 月从北京开始爆发，疫情发生的范围涉及全国 26 个省、市、区，其中广东、北京、

山西和内蒙是四个病情重点地区，在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而且人们对疫情防范没有充分

信心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活动将受到抑制，从而对总需求的增长产生消极

影响。 
消费按照需求的构成可以分为服务性消费和商品消费两种，由于 SARS 通过空气飞沫

等近距离接触的传染特性，目前所影响到的主要是服务性行业，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旅游、

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这些行业虽然占据了第三产业的较大部分，然而中国经济并非以服

务业为主。服务业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34%，但是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消费主要是由

收入分配或者说是低收入者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决定的。只要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不发生变化，

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消费总量，受 SARS 影响较深的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一些服务行

业的消费，会转移到预防、治疗 SARS 疾病等相关的医药、卫材等行业，防治 SARS 导致

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也促使一些行业商品出现旺销态势。如汽车、方便食品、音像制品、

图书报刊均出现了市场旺销。消费结构的改变，并不能对消费总量造成过度影响。 
2003 年 3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0.5（上年同期＝100），表明居民消费状况良

好。以北京为例，4 月份进入疫情爆发以来，为保障公众健康制订的隔离措施，限制了大部

分服务业的活动，虽然市场略显冷清，但最新统计数据表明，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15.9％，1-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2.9％，是全国同期增长水平 10.7％的 2
倍，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贡献最高的行业是批发零售贸易业，依次为：医药，清洁用品，

报刊杂志，通讯类器材，汽车和商品房；除批发零售贸易业外构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餐

饮业由于受旅游、商务活动的减少，其业绩大幅下滑。 
进入 5 月中下旬以来，SARS 疫情有逐步减弱和缓解的趋势，这是人们生活正常、经济

纳入正轨的转机，如果掉以轻心导致疫情再次复发，SARS 持续时间的增长将使社会经济再

次陷入恐慌等连锁反应，微观活力下降，消费萎靡不振，从而导致需求不足。 
2．对投资的影响 
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润，结合前面的分析，投资与利润是相互决定的，只要上期利润

为正，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当期投资量增加，而当期投资量的增加又会带来正的利润，这样

循环往复，可以使经济呈螺旋式上升，达到经济的持续高涨。SARS 冲击对制造业、农业等

占据我国 GDP 重要份额的行业影响微乎其微，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也没有较大改变。国内投

资增长仍然非常强劲，私人投资普遍启动，去年吸收了国内投资总额 1/3 的房地产和汽车领

域投资也未明显萎缩；另外消费领域的增长也与去年持平，保持在 10%的增长水平。 
据统计，2003 年 1-3 月份，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4478.58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31.6％，为今年投资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和北京，仍

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投资趋势。一季度广东省工业出口交货值 1665.8 亿元,增长 23.1%，增

幅同比提高 9.6%；工业品国内销售产值 2352.5 亿元，增长 20.3%，增幅同比提高 3.7 个

百分点；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88.5 亿元，增长 20.4%，增幅同比提高 3.7%。1-4 月

北京工业实现增加值 268.5 亿元，同比增长 13.7%，其中汽车工业总共实现销售收入 84 亿

元，已经分别完成“全年产销汽车 22 万辆，销售收入 200 亿元”生产经营计划的 46.59%
和 42%。 

 
表 1  2003 年 1-3 月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单位：亿元 

    
地   区 投资额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比去年同期

增长%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全国总计 4478.58 2206.22 806.91 31.6 28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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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部地区 2947.75 1315.24 514.83 38 42.3 33.8 

二、中部地区 763.19 418.08 184.77 34.5 26.6 48 

三、西部地区 685.1 391.35 106.32 42.7 39.7 5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外国投资看，2003年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直线上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了 56.7

％，实际利用外资额创十年的新高；中国吸引外商、外资来华的动力不会因 SARS 而减弱，

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和中国固有的人才、成本和制造优势是吸引外商、外资来华的真正

动力。1-4 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178.2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0%以上，外商对华

投资行业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其次是服务贸易领域；上海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1504 个，同

比增长 58.1％，合同外资金额达 43.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3％，实到外资累计达 20.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1.9％。截至 4 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36394 个，合同

外资金额 8585.87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4657.89 亿美元。 
从长期来看，SARS 持续的时间的增长将成为影响企业运行的一个因素，使 SARS 带

来的负面效应将进一步显现，正面效应更多地被抵消，企业运行效益的降低为今后资金的进

入受到一定影响。 
3．对外贸的影响 
虽然外贸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现在的外贸和外资都是以前签订的合同，对短期并

不会造成很大影响，而只是会影响到下一年的出口。与此同时，进口也相应有所减少，这样

GDP 统计中的净出口并不会有太大改变。而且，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和消费是

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净出口充其量不过是千亿人民币的规模。如果考虑外部冲击对中国经

济增长影响的话，需要考察外资在中国投资中的比重以及中国净出口的变化。而外资在中国

投资构成中从来都在 1／3 以下，净出口则始终维持在占 GDP 约 2-3%的水平。从粗略定量

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是明显的内需主导形态，自 1997 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和净出口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未超过 1 个百分点，这也是为什么自 1997 年以来，中国利用外

资和外贸形势大起大落，但 GDP 波动却始终在 1 个百分点以内的原因。只要中国经济增长

没有受到实质影响，这次 SARS 事件对外经贸的影响也只会是短期的，损失也可以降到最

低。虽然一些国际会议或国际活动而推迟，但并没有完全取消，SARS 得到控制并消除后，

这些会议或活动还会照常进行。 
今年 1-3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额 1737 亿美元，增长 42.4％，比去年同期加快 34.8 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达到 86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5％，增加 23.6 个百分点。4 月

份我国实现进出口总值 702.2 亿美元，单月对外贸易额首次突破 7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8%。其中出口 356.2 亿美元，增长 33.3%，进口 346 亿美元，增长 34.4%，单月进、

出口值均创历史新高。在主要的贸易伙伴中，中日双边贸易总额 402.8 亿美元，增长 36.4%，

中美双边贸易总额 362.6 亿美元，增长 35.5%。我国与欧盟、东盟和韩国的双边贸易增长

速度超过 40%。北京口岸进出口总值为 66.82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8％；其中进口为

43.4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8％，出口 23.3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9％。深圳全

市进出口总值达 328.99 亿美元，增长 33.5%,其中出口累计 172.52 亿美元，增长 31.5%。

上海外贸出口超过 40 亿美元，创单月历史最新纪录，同比增长 47.9％。广东一季度进出口

总额 58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其中出口 305.1 美元，增长 29.8%；进口 279.7 亿美

元，增长 36.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 SARS 的高发时期，北京和广东这两个地区的

外贸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它省份的外贸也没有受太大影响。 
4．对政府支出的影响 
政府支出增加将增加总支出水平从而拉动内需的增长，政府支出包括直接对商品和服务

的采购和政府实施的转移支付。减弱 SARS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当务之急是增加总需求，

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采购是增加消费的重要途径，战胜 SARS 急需国家财政直接投入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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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科研经费和疾病预防控制的基础设施建设。战胜 SARS 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科学技

术，目前，对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进行的 SARS 快速检测试剂和 SARS 防治药物的研制生产

等科技攻关工作，中央财政已拨出专款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待 SARS 病毒快速诊断试剂

研究成功并投入使用，其生产、采购、发放所需经费将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其次是加快全

国疾病预防控制任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国家在中央

财政安排的国债建设资金中拿出 35 亿，其中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建设资金 29
亿元，用于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建设 6 亿元。此外对付突如其来的传染疾病，

各医院的投入都非常大。除了临床医治以外，医院需要购置大量设备，建立隔离病房。 
政府转移支付，包括国家负担救治 SARS 患者的医疗费用和实施社会保障措施。对农

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 SARS 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个 SARS 患者不会因为没

有钱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政府负担的 SARS 患者救治费

用原则上按 50％给予补助，以确保地方政府负担的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 SARS 患者救

治费用得到落实。据测算，每例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为 1090 元左右，观察期为 2 天左

右；每例确诊轻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约为 1100 元，重症病人每天约为 3220 元，疗程为

21 天左右。面对这样庞大的开支，患者显然无法承受。此外，对参加 SARS 防治的一线医

务和防疫工作者按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补助外，还需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 SARS 的药品、

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另外，医院为了保证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 
截至 5 月 2 日，我国防治 SARS 中央财政支出 23 亿元，地方各省一级财政支出 16 亿

元，省以下地、县级财政支出 26 亿元。截至 5 月 13 日，各地安排 SARS 防治专项经费已

超过 70 亿元，其中北京和广东安排的资金都超过了 6 亿元。 
从以上对我国今年 1-4 月份经济运行的分析可以看出，SARS 疫情并没有对目前经济增

长的势头造成太大影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大致与去年

持平。此外，中国经济的增长除 SARS 疫情的影响外，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制肘：农业

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还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压力增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

差距扩大、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处于贫困状态，财政负担沉重、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高、资源

使用效率低下等。 
5．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 
对货币金融体系运行影响的关键是货币在家庭、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流动，短期内 SARS

不会对居民的资产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从而没有对城乡居民储蓄、各项存贷款造成

太大影响，其增势仍在继续保持。2003 年第一季度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 194611.10 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为 148366.98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 22.5%、19.5%，存贷差为

46244.12 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幅比上年

末提高 2.3 个百分点，1-3 月累计增加 7582 亿元，同比增加 2531 亿元；企业存款余额 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0％，企业资金状况比较充裕。从一季度贷款增加的投向来看，农业、

个人消费以及基本建设贷款增加得比较多，贷款结构有所优化。3 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也超

过了 3160 亿美元，比年初增加了 296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 38.8％。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余额为 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增幅比上年末加快了 1.7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

量(M1)余额为 7.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1%，增幅比上年末加快了 3.3 个百分点。广义货

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截

至 4 月末，境内金融机构外汇储蓄存款累计增加 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这些都为经

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条件。 
从长期来看，一旦 SARS 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变化，银行储蓄就会相应调整，人们暂时

消费的减少，会导致储蓄存款的相应增加；对企业来讲，企业的投资决定于上期的利润，由

于 SARS 对人们造成极大心理恐慌，一些企业面临订单取消或推迟执行，极大影响业务，

有可能导致生产经营的暂时中断；其次在 SARS 的影响下，各个公司的业务人员业务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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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展会停办，许多产品的市场推广处于停滞状态。某些行业收入和利润的变动将影响下一

期投资的进展状况，进而影响其借贷行为；对于银行资金，一方面是储蓄存款的增加，另一

方面企业借款减少，势必造成银行存贷差增加，货币资金周转的减慢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降

低，这种引致的存款或者说储蓄存款的增量将会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也会减慢，即使

物价水平不变，社会产出不变，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也会导致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生产总

值的减少。 
另外，如果 SARS 疫情持续较久，一个企业的进货、生产、销售渠道被阻，由于企业

运行存在固定成本，包括工资的开支，固定资产的折旧，还有银行贷款的利息成本，收入流

的下降会使企业资金陷入周转困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本身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

一旦资金链条的断裂将直接导致企业的停产和破产，企业的破产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大量

增加，在这种外部冲击的持续作用下，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会破坏货币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致使经济运行走入低谷。如果 SARS 不受控制，将可能会造成大量工人停工，社会经济活

动停滞，直接导致工厂倒闭。 
5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最新月度报告，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继续增加的同时，

增长幅度有所回落。4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19.6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1.4％，增幅比 3 月末低 1.1 个百分点。4 月末，居民储蓄余额为 10.2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8.4％，增幅比 3 月末低 0.7 个百分点。4 月当月居民储蓄增加 634 亿元，

同比少增加 423 亿元。本外币企业存款 4 月末余额为 6.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幅

比上月末低 2.6 个百分点。当月企业存款增加 174 亿元，同比少增 1117 亿元，企业存款少

增是今年以来的第一次。4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 19.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比上

月末高 0.7 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 M2 增幅继续提高。4 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为 7.1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8％，比上月末低 2.1 个百分点，与上月比狭义货币 M1 增长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单位活期存款下降 452 亿元，比上月多下降 2965 亿元。另外，从 4 月份金融机构（含

外资）人民币贷款投向看，当月增加 1945 亿元，同比多增加 1008 亿元，继续维持去年 8
月份以来金融机构贷款多增的局面，但多增的势头与一季度相比有所减缓。 

目前，货币供应量 M2 增长继续加快，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企业存款的增长幅度高于

经济增长的幅度，表明当前企业资金状况总体看是宽松的。这些都表明，中国的货币金融体

系运行形势良好，并没有遭到足以影响、乃至破坏其体系的外部冲击。显然，SARS 危机很

难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后者对整个亚洲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而且其冲击

是致命的，足以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乃至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而 SARS 危机

造成最大的影响，其实莫过于对人们心理和信心的影响，对货币金融体系这一市场经济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会造成过大的冲击。 
四、对策 

1．增强市场信心，积极扩大内需 
就中国政府而言，对 SARS 危机的处理是否迅速和得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

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为此，应切实控制 SARS 的传播和 SARS 病人的治愈，稳定

并提高广大人民和中外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加快防治“SARS”公共卫生设施建

设，改善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搞好预防 SARS 的药物和器械的研发和生产，还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 
2．增加货币供应，稳定金融体系 
稳定社会储蓄，密切关注“SARS”疫情可能对金融运行产生的影响，及早进行防范，

保持金融稳定。 
3．实行税收优惠，支持经济发展 
为保证 SARS 疫情期间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支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对受 SARS

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暂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考虑对一些行业适当减少税收，

从而切实减轻“SARS”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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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财政支出，加大社会保障 
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适时调整国债资金投向，提高我国的公共卫生水平；

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对既有的财政政策进行适当的微调，包括积极考虑发行

公共卫生国债，加大一些重要方面的财政投入，如增加对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

加快建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系统等。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 SARS 患者实

行免费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个 SARS 患者不会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实施

社会保障措施。 
总之，扩大需求，保障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加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正是现在中国

政府的当前要务。  
 

参考文献 
[1] 柳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方法[J].南开经济研究,1999,(1). 

[2] 柳欣.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1). 

 

 

The Analysis of Our Economy in SARS Crisis 
 

CHEN Xiang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has preserved a steady-going 

growth. It’s almost growing a little quick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of last year. But SARS(Se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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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s to analysis those problems. And our answer is that SARS won’t be fatal to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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