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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去年底以来宽松政策的发力，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已经呈现企稳

迹象。但自三月以来，随着疫情反复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国内经济复

苏面临一定挑战，特别是在消费、生产和交通物流等方面，企业和居民信

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将加

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笔者认为，

未来可能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对居民和消费的财政补

贴，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继续提高监管透明度等。 

在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数额较大的减税降费和

专项债等财政政策，并已经开始实施。各地加速开展基建项目，基建投资

自年初以来有了较为明显的回升。笔者认为，考虑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仍然需要出台更加有力的财政刺激，特别国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2020 年，政府曾发行额度为一万亿元人民币的抗疫特别国债，其发行节奏

较快（于 2020 年六至七月的一个半月间发行完毕），主要用于为地方政府

抗疫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考虑到今年专项债发行整体前置，财

政部督促地方政府于九月底前发行完毕，特别国债可以提供额外的助力。

笔者认为，今年如发行特别国债，可以考虑设置比 2020 年更高的额度（如

两万亿元），用途也可以进一步扩大至更多受到疫情影响的领域，例如中小

企业、服务业、运输物流、旅游业等；以及符合长期发展方向的领域，例

如信息通信技术、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由于债务负担由中央和地方分

摊，风险较低，发行特别国债符合防范金融风险的总体目标。此外，特别

国债的发行也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原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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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基建项目融资上或将拥有更多的周转空间。 

笔者认为，以下做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是职位保留计划（Job Retention Scheme）。 2020 年，中国曾

出台政策，返还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该政策于今年得到延续，但其支

持力度有待观察。职位保留计划是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疫情期间通

用的一项政策工具。具体措施为，为避免因疫情导致的企业裁员，企业可

以上报“无薪休假”的员工人数，政府在核实之后，会给企业发放相应的

援助资金，用以支付这些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工资，以缓和疫情对就业市场

的冲击。 

其次，在年轻群体失业率相对较高但同时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的情况

下，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措施改善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例如加大对员工和

求职者的培训和职业指导，开展工作匹配计划或增加对现有工作匹配平台

的支持等。 

再次，直接向部分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困难家庭提供支持。经验

表明，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直接的财政支持可为受到影响的企业和个人

提供有力帮助，从而推动消费复苏。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特区政府曾

为因疫情影响而被迫减少营业的服务业企业发放补贴，例如健身房、美容

院、电影院等。2021 年 8 月起，特区政府也面向居民发放了总额超过本地

生产总值 1%的消费券。这些举措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下半年消费的强劲复苏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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