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涛：疫情影响中长期化
是理解跨周期调节的另一
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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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管涛 

 

去年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

为此，强调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还强调建立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

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大家对于新格局、跨周期的讨论已经比较充分，但对于建立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的提法可能关注不多。其实，正因为

中央早就判断新冠疫情是一个中长期变量而非短期冲击，才采取了不同于

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政策应对。这也是理解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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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提跨周期调节的另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 

中国基本有效遏制住了国内疫情蔓延 

去年 1月底，总书记批示“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势头”，揭开了中国

抗疫工作的序幕。之后，中国采取了包括封城在内的社交隔离措施，以经

济大停摆为代价，到 3 月底基本阻断了本土疫情传播。4 月初，中央政治

局常务会议宣布进入“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7 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建立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协调机制。 

今年以来，中国坚持疫苗接种和疫情防控并举、事后动态清零的政策。

虽然仍有主要由境外输入引发的零星疫情，但基本实现了精准防控，以较

小的社会代价遏制了疫情蔓延。去年 4 月中旬以来基本无新增死亡病例，

即便有新的疫情，大都两三个潜伏期就可以得到控制。 

11月 26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近日于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命名为

“奥密克戎”，并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28日，世卫组织表

示，鉴于该变异株的突变可能带来免疫逃逸潜力和传播性增加，其在全球

范围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非常高”。 

全球疫情演变出现新变数，却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抗疫模式的优势。吴

尊友表示，围堵“清零”政策是中国内地控制疫情的“法宝”。若非如此，

按照全球平均感染情况，中国将有累计近 5000万人感染、近百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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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对所有变异毒株都是有效的。张文

宏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所赢得的战略机遇期内，

正在加速构建下阶段应对常态化抗疫所需要的科学支撑，包括形成足以支

撑世界开放的有效疫苗与药物储备，以及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储备。基于

科学与团结，中国可以应对德尔塔，也能应对奥密克戎。 

11月 26日，新变异毒株来袭，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五”。第二个交

易日（11 月 29 日），亚洲股市跟跌，中国万得全 A 指数却顽强收红（见

图 1）。这显示了投资者对中国抗疫工作的信心。近日，美国彭博社报道称，

奥密克戎的出现一定程度证明中国的“清零”策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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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背景下中美电影市场复苏的反差 

社交隔离措施对接触性、聚集性的服务和消费影响最大。为此，人们

经常将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仅靠疫苗接种不足以阻

止疫情传播。而只要疫情肆虐，不论采不采取防护措施，病毒都在那里，

就必然会制约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化。相反，若疫情能够得到抑制，将有

助于改善消费环境，促进相关市场复苏。境内外电影市场恢复的巨大反差，

就是一个例子。 

去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果断在全国范围内暂

停影院开放，以减少人员积聚、阻断疫情传播。去年 2至 6月份，中国电

影票房基本颗粒无收。直到 7 月底起，随着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转

入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内才逐渐开放影院、放宽观影限制。去年全年，全

国电影票房收入、上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分别相当于上年的 32%、44%和

32%。其中，去年最后四个月，前述三项指标分别恢复到了 2019 年同期

的68%、85%和65%。今年前11个月，进一步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4%、

95%和 67%（见图 2）。由此可见，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势头较去年最后四

个月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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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防疫措施显然不如中国严格，而且经常在封锁与解除封锁之间

反复，最近一次解封是今年 7 月份。然而，疫情仍极大抑制了人们外出观

影的意愿。去年，美国电影票房收入 14.25亿美元，仅相当于上年的 12%，

跌幅远超中国。当年，中国全年票房收入折合 14.55 亿美元，首次夺得全

球年度电影票房冠军。今年前 11个月，美国票房收入 34.98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3倍，但仅相当于 2019年同期的 35%，并略低于同期中国票房收

入折合 38.89亿美元（见图 3）。今年，中国或有望蝉联全球年度电影票房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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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雄踞全球电影排行榜榜首。全球电影排行榜前 10 名

中，2019年，中国仅入围一部电影，排名第九位。去年，中国入围四部电

影，排名第一、三、八、十位；今年，入围三部电影，排名第一、二、四

位。今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最大看点是“吴京打败吴京”，《长津湖》战胜

《战狼 II》登顶中国史上票房冠军，前者还成为全球史上最高票房战争片。 

跨周期调节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相辅相成 

去年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

当时市场大都从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的角度进行解读。而笔者在

当年 8月 18日本报专栏文章中指出，年初疫情冲击造成经济大幅收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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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得到控制后经济快速反弹，未来还可能因为疫情反复出现经济增速回

落（详见《经济由收缩转向扩张阶段的宏观调控：跨周期调节的现实挑战》

2020 年 8 月 18 日）。因此，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应对经济

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切换甚至叠加，能否延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

文章提出，跨周期调节就是要汲取上次危机应对的教训，既要避免对冲政

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 

宏观政策层面，“中长期”应该不是一两年的时间概念。正因为中国

早已意识到新冠疫情冲击是中长期变量，故一方面，扭住了遏制疫情蔓延

这个“牛鼻子”，慎终如始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常

态化；另一方面，坚持细水长流，尽可能长时间维持正常的宏观政策空间，

以备不急之需。去年 5 月底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大家对于宏

观政策对冲不足的担忧，总理明确表示，这次政府出台的规模性政策是有

力度的，既要稳住当前经济，也要避免起重脚，扬起尘土迷了后人的路。

但如果再出现大的变化，财政、金融、社保都有政策储备，可以及时果断

出手。 

去年 5月份起，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重新开放，中国特殊阶段的

抗疫金融政策到期自然退出，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保

持基本稳定。到今年三季度末，中国央行总资产与年化名义 GDP 之比为

35.0%，较 2019 年底回落了 2.6 个百分点，其中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回落

3.1 个百分点（见图 4）。同时，去年和今年财政预算赤字安排分别为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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