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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加征關稅的負面衝擊或於二季度顯現。

如何延續中國經濟樂觀敘事？

既要看到短期中國經濟面臨多重挑戰，更要看到

變局中的積極因素和重要機遇，抓住機遇，採取有效

措施提振市場信心，推動經濟穩定恢復。挑戰方面，

房地產市場調整帶來的信用風險需要謹慎應對，地方

政府債務和城投平臺付息壓力不容忽視，這些都可能

影響金融體系穩定。同時，美國對華關稅政策持續影

響外貿發展，給經濟帶來一定下行壓力。機遇方面，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為中國產業升級提供新機遇，

“一帶一路”建設和RCEP等區域經濟合作深化帶來

新的發展空間。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明顯，消費升

級趨勢延續，新型城鎮化繼續推進，這些都是經濟增

長的重要動力。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不斷提升的創

新能力、充足的人力資本，都是支撐經濟長期向好的

基礎條件。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有必

要加大財政貨幣逆週期調節力度，積極擴大內需，對

沖外需可能的下滑。

財政政策方面，一是在提高赤字率、專項債和超

長期國債的基礎上根據形勢變化動態追加預算，確保

財政支出增速持平或略高於經濟增速。二是推動財政

政策從注重收入端減稅降費轉向支出政策為主、推動

減稅降費政策從規模數量型轉向效率效果型。三是

推動支出政策從投資為主轉向投資與消費並重，更好

支持消費，財政支出結構向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公共

消費領域傾斜，解決居民後顧之憂，提高居民消費意

願；通過適當的財政補貼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

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持續發力，並擴圍至服

務消費；加大對特定群體的補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

風險能力並提振消費，包括對失業大學生的補助、對

農村老人群體的補貼、對於二孩及以上家庭的特定補

貼等。四是進一步優化化債方案，研究將三年內6萬

億、五年內4萬億化債額度根據各地化債需要靠前使

用。五是考慮到房地產調整轉型導致債務率等指標被

動上升，有必要上調“紅橙黃綠”等債務風險分檔指

標，避免地方政府有新增債務額度但不敢發行和使用

的情形。六是完善債務風險衡量的技術指標，考慮從

負債率、債務率轉變為付息率、資產負債率等更能反

映風險的指標。

貨幣政策方面，一是用好總量和結構性政策工

具，該降准降准，該降息降息，提振居民消費和企業

投資需求；二是加大對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

換新的金融支持；三是更好支持房地產止跌回穩，防

範房地產企業的信用風險。

房地產政策方面，一是加快解除非必要的限制

性措施，讓商品房回歸市場化配置，主要是北京和上

海；二是研究探索中央層面成立房地產穩定基金，加

快推進保交房、收儲存量房、收購房企存量土地等工

作，保障民生、緩解房企流動性壓力，解決當前地方

政府穩樓市能力不足的問題；三是引導鼓勵高品質住

宅產品開發，以優質供給滿足居民合理需求。

長期來看，中國的根本立足點在於做好自己的事

情，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是應對各種內外部

挑戰的基礎，只有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才能在國際秩

序重構過程中掌握主動。要進一步推動結構性改革提

高經濟潛在增速，以內部改革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的不

確定性。

一是進一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通過完善稅

制、增加轉移支付、提高社保民生水準、加快農村土

地市場化流轉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

化進程，穩定農民工預期，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

三是從供給端發力，優化供給結構，進一步提升

高端製造業在製造業中的比重，以高質量供給創造並

滿足需求。

四是放寬旅遊、文化、醫療、養老、家政服務等服

務消費領域的市場准入，同時加強標準建設和有效監

管，釋放服務消費的需求。

五是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及高水準科技自立

自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強

化中央支持科技創新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提高金融服

務科技創新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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