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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在抗

击疫情中“先进先出”，为疫情防控及经济恢复给出了典范经验。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境内生产生活较快恢复，这不仅

有利于经济率先复苏，也为保持全球供应链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注重

供给优先恢复过程中，最终消费受疫情影响较明显，但在投资乘数效应逐

步发挥和外贸出口增长较快情况下，最终消费增速呈逐季回升之势，经济

增长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 

当前，影响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疫情的蔓延状况，欧美等国第

二波疫情暴发造成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远超 2020 年二季度，但其对经济

造成的冲击明显减弱。从发达国家近期经济表现来看，居民实物消费已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但服务消费和工业产能利用仍处在恢复过程中，离疫情

前水平还有大小不等的差距。一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也

处在逐步恢复中。预计在疫情未完全消退、经济未充分复苏前，欧美等发

达经济体不会过快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但财政救助则会视就业市场恢复情

况且战且退。随着疫苗的大面积接种，全球经济有望在 2021 年二季度后

迎来全面复苏。随着经济复苏，全球产业链或出现再调整，疫情冲击导致

的某些技术应用加速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可能引起产业和就业格局重塑。

各主要国家需加速启动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以及金融结构性改革，资产负债

表修复等多个方面都将面临考验。 

在疫情暴发后，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精准应对市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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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恐慌，保持了市场平稳，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希望引导市场利率下降。从

2020年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供给和流动性管理取得非常卓著的成效，但

政策利率引导效果不佳，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出现不同走向。在资产负债

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付息现金流压力增大。政策利率引导和利率市场化

改革应该是 2021年关注的政策重点。面对中美利差走阔，要重点关注“热

钱”大量流入进行套息交易，在美国经济好转时又大量涌出，从而对金融

市场稳定造成冲击。 

总体来看，2021年属于“疫苗复苏”过程中的恢复期，政策操作上要

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

支出强度，着力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较宽松

的货币供给以利于经济实现充分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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