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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2 月 15 日-16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总结 2022 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3 年经济工作。 

核心观点： 

 内涵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

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发展是首要任务。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高质量发

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全力以赴稳增长。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至关重要。要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将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通过稳定经济增长确保稳定就业，

同时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2022 年财政支出保持增长，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安排 26.71 万亿元，比 2021 年增加 2 万亿元以上。2023

年，为应对三重压力的持续冲击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

策有望进一步加大必要支出力度，赤字率或将超过 2.8%，优化组合

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政策空间打开。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财政可持续要求下，既要推动隐

性债务化解，更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根据国家财政

预算草案，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 3.37 万亿元,包括中央

财政赤字 2.65 万亿元和地方财政赤字 7200 亿元。2023 年或将进一

步优化赤字结构，增加中央赤字，减少地方赤字。加大中央对地方

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部 11 月已提前下达农业、水利相关资金，推

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准财政”政策性金融或将发挥更大作用。截至 11月底，两批共 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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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金融工具支持的 2700 多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2023 年，财

政压力下，政策性金融或将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

资支持，撬动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成为

稳增长的新驱动。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 年， 4 月、12 月分别降准 0.25 个百

分点，1 月、8 月分别降低 MLF 利率 10BPs，引导 1 年期、5 年期

LPR 下降 15BPs 和 35BPs，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23

年，货币政策总体基调未变，降准降息仍然可期。一方面，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另一方面，

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不搞大水漫灌，避免流动性淤积。 

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发力。2022 年，央行时隔两年半重启 PSL，支

撑政策性银行发力促基建、保地产；同时通过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制造业更新改造设备专项再

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2023 年，货币政策仍将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

域与薄弱环节，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 

 内涵二：内需是重要的突破口 

扩大内需是稳增长的必然选择。消费和投资是内需，出口是外需。

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将扩大内

需作为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当前，扩大内需也是我国应对外部冲

击、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

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进一步强调了扩大内需的重

要性。 

优先恢复和扩大消费。中国消费市场潜力较大，释放消费潜力，是

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重要抓手。今年前三季度，受疫情影

响，消费对 GDP 的累计贡献率为 41.3%，较去年同期下降 20.8 个

百分点。2023 年，受前期积累的大量居民储蓄影响，消费需求或将

迎来反弹。 

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此前，财政部出台

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延续新能源汽车免征

车辆购置税政策、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等，体现了

对改善性住房、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相关领域的支持。预计 2023

年，相关政策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促进消费逐步恢复。 

 内涵三：在防范化解风险中开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 

今年地产被置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部分，因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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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行业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关乎金融安全和土地财政，“房地产市

场平稳发展”，事关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023 年地产工作重点仍是“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满足行业

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针对房企，“有效防范化解优质

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针对优质企业阶段性保主体，

旨在阻断风险无序蔓延。同时，“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规避道德风险、惩戒资金抽逃等违法行为。 

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房地产需求端政策值得期

待，包括限贷政策的调整、税收的减免、贷款利率的调整，对恢复

购房信心意义重大，箭在弦上。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

模式平稳过渡。新的发展模式，是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为目标，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未来政

府购买商品房作保障性租赁房政策可期。 

 内涵四：数字经济孕育新发展机遇 

平台经济有三大重要作用。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

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

中大显身手”。监管态度较 728 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推动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持续发展”更具体更友好。 

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从 11 万亿元增长到超 45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由 21.6%提升至 39.8%。数字经济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全过程，正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 

 内涵五：“两个毫不动摇”凝神聚力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才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高社会生产力。 

发挥民营企业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可以用

“56789”来概括，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

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

90%以上的企业数量。要发挥好民营企业重要作用，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 

强调公平对待。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真正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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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制运营。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

护制度，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内涵六：稳预期就是稳一切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这是稳定经济发展预期的坚实基础。2023 年，预计随着各

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信心比黄金重要。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新一届政府履职

起步之年。会议指出，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做好经济工作。 

风险提示    经济超预期下行风险、疫情反复风险、政策不及预期

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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