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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有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1~2 月份，

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呈现积极回暖迹象，但 2 月末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和

乌克兰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显现，3 月份的一些

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高频数据显示 4月份经济总体仍在继续走弱。

一是需求收缩的状况仍在持续；二是 PPI 回落放缓、CPI 涨幅有所增加，

较大剪刀差仍在；三是预期转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 

从近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形势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步伐加

快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造成的外部需求收缩，叠加东南亚国家制造业产能

恢复和疫情对我国供应链的短期扰动将制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在外贸出

口增速可能明显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将趋于下

行，同时疫情对消费复苏形成了较严重的扰动，这些因素均增加了我国经

济“稳增长”的压力。如果二季度我国 GDP增速处在 3.0%~4.1%区间，

那么下半年 GDP增速要达到 6.9%~6.5%左右，才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 

实际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是大量微观经济主体，在既定宏观环境中，

基于自身优化决策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这些微观主体通常将宏观环

境当作外生给定，认为自身的行为难以改变整个宏观环境，那么在经济遭

受较大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微观主体基于不利的宏观环境做出的决策可能

形成一种负反馈机制，使经济面临大幅波动的局面。政府干预才是打破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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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主体困局的决定性力量。与凯恩斯所处时代不同，在市场有更多资产配

置方式、金融市场开放度也大幅提高的当下，一国“流动性陷阱”可能在

利率较高的情况下就已经形成。在此情况下，必须实行财政扩张先行带动

企业预期收益提升和居民收入增长，以打破微观主体面临的困境，增强经

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货币政策则应做好配合并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长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持续发展具有多方

面有利条件，但也要看到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需

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有效管控重点风险，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一

是可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带动市场主体预期收益

提升和居民收入增长，扭转微观主体预期转弱的局面；二是应防范资产价

格快速下跌可能带来的风险，防止形成“金融加速器”效应；三是注重用

好结构性政策，提高宏观政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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