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涛：稳增长要更加注重加

强宏观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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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管涛 

要点 

在灵活精准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要加强与财政、产业、监管政策

之间的协调，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 

 

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持续恢复、稳中向好。不过，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经济恢复也仍

然不稳固、不均衡。进入三季度以后，在疫情、汛情叠加监管政策的影响

下，不少经济金融指标表现弱于预期。在此背景下，7 月份以来，我国重

提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去年 7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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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

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这有

别于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落实党的十九

大确立的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

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可见，跨周期是对逆周期调节的补充而非替代。现

在强调跨周期而非逆周期调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既表明经济复苏尚未完成，宏观政策不急于退出，也表明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宏观政策不急于加码，而是要把现有政策用足用好。故 7 月的降准不

改央行货币政策稳健的总基调，没有降息也并非政策意外。 

疫情后国内经济复苏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外需恢复强于内需、工业恢

复强于服务业。能否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增长动力转换，成为

下一步稳增长的关键。打通大循环、双循环的堵点，光靠财政货币刺激是

不够的，还要按照去年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更加注重

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平衡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的

关系，是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内容。 

就业不充分是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固的根源。坚持就业优先，也要采取

一揽子政策措施。既要强化财政、货币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也要通过“放管服”改革破除创业壁垒，强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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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动就业，多渠道促进灵活就业，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健

康发展，增加新的就业岗位；还要通过完善机制和政策，做好对重点人群

的就业服务，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和大龄、妇女劳动者等权益保护，以及面

向市场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也是应有之义。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多涉及民生问题、结构问题，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

大的作用。特别是下一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以促进“宽货币”

向“宽信用”转换，提升货币政策的效果。 

9月 24日，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强调，在灵活精准实施货

币政策的基础上，要加强与财政、产业、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统筹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这呼应了9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加强财政、

金融、就业政策联动，稳定市场合理预期的提法。其背景是，近期整顿平

台经济、教育培训行业，强化数据安全管理、隐私保护，以及实施能耗双

控政策等，引发了经济波动和市场震荡。这提醒我们，好的政策也要注意

增加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实施中应增强全局意识和市场观念。当下为

实现“精准拆弹”，尤其要讲求具体操作的技术性、专业性和艺术性，避

免因风险处置不当演变成危机。 

201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对经济工作的“四个重要认识”

时指出，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