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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运行分析

今年以来，虽然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

经济影响，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曾面临一定

的下行压力。由于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推进利

率市场化、营改增等宏观金融财政改革领域

迈出实质性步伐；积极开展铁路等基础产业

领域制度变革，陆续出台促进小微企业发

展、助推信息服务、养老产业、健康服务业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扶持产业升级优

化、培育新的消费亮点；中国-瑞士自由贸

易协定的签订、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对形

成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改善区域发展新局

面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使我国前三

季度经济运行逐步呈现出企稳向好的态势。

借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

革战略部署的东风，预计我国第四季度经济

运行将延续企稳向好的态势，虽然物价面临

小幅上涨压力，但是我们相信，全年宏观经

济各项运行结果将会达到年初全国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预期指标要求。

经济发展环境研判

预计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重大

改革举措的逐步有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必

将呈现新气象和新格局，明年经济运行仍将

持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内外经

济运行环境仍充满变数，需要我们积极沉着

冷静地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不

确定性因素增强、欧洲经济复苏脆弱、日本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加大、新兴经济体出

现分化减速迹象等对我国宏观经济决策将提

出新的挑战。

从国内因素看，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源

环境气候等中长期制约因素短期内难以有效

克服；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培

育乏力等现实矛盾对创新驱动提出更高要

求；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的推进、新型工业

化产业布局调整对农业现代化、对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提出新的挑战。

宏观政策转型建言

有鉴于此，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各项方针政策，针对我国明年经济运行和中

长期发展，我们大胆建言我国宏观经济调控

机制考虑如下两大转型： 

第一、需求调控向供给政策转型。

我国长期以来沿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

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

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历史

性的巨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

形势预判与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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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造成了部分产能过剩、政府债务风险累

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等

负面影响。

面临国外经济运行新形势和我国改革发

展新要求，在继续有效发挥需求调控政策的

同时，要更多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财税

金融体制改革等供给学派政策，逐渐树立供

给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供给学派

政策的核心理念对应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现

实就相当于改革政策。因此，在宏观经济政

策制订中，应考虑把统筹推进政府治理与市

场化改革的相关举措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

要的位置。

要通过深化基础产业等领域的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市场公平有效

竞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调整和完善市场准

入便利，进一步降低各类创新创业企业的税

负，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驱动战略注入新

的动力；通过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统筹城

乡土地资源环境综合配套改革，促进资本、

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借鉴台湾经验

探索土地入股等资源配置方式，激发市场运

行效率和活力；通过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

资金，完善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制，创建公

共财政框架下的应急预算规范化管理体制，激

发消费潜力，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当前，尤其要考虑通过财政金融改革，

运用债务重整、资产证券化等资本市场创新

手段防范并缓解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风险。

第二、注重国内向开放协同转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宏观

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主要是注

重国内经济改革发展转型的客观现实，有针

对性地采取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有

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发展壮大和国际经济

地位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对外

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当前我国作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

响，面临独立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

三角”（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

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

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针对当前我国由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

的现实需求，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顺

势应变，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思路由简单内

向调控模式，转向积极有为的内外协同的新

型调控模式。

首先，鉴于我国汇率机制不够灵活，国际

资本流动又是大势所趋，货币金融政策独立性

和有效性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现状，进一步深

化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提高汇率变动对国内

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度和灵活性，宏观经济

政策内外协调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其次，我们应当抓住国际货币结构性格

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机遇，在国际经济金融竞

争中占领制高点，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长

期重要战略部署，并积极稳妥有效推进。积

极开拓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积极稳妥推进

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提升我国资本

市场国际化水平。同时要加强国际资本流动

的监控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减低双向流动

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维护国家金融

稳定和经济安全。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促进跨

国投资与国际资本流动中，应考虑更多运用

收购兼并等市场化运作手段，有利推进经济

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促进国内部分过剩产

业的跨境转移，积极与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

场国家构建利益共生共享战略关系；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高科技与现代金融等服务业领

域，面向发达经济体要采取战略主动，克服

贸易与投资壁垒，建立竞争合作新型战略关

系，打造和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动

态比较优势，支撑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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