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六大政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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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夏磊 

 

12 月 8 日-1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总结 2021 年经济工

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2 年经济工作。 

内涵一：稳增长，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11 月以来，总理多次提及“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央行三季

度货币政策报告提“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更是明确压力在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宏观稳定是稀缺资源。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连续进程。明年将

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

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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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要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2021 年，财政支出进度进度都有

明显的后置，财政发力不够。1-10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14.5%，完成年度预算的 91.8%，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2.4%，

完成年度预算的 77.5%，支出进度明显落后于收入。预期明年一季度财政

前置特征明显，支出有较快的增长。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而近两

年的财政结余以及今年未发完的专项债额度将对基建形成支撑，进一步带

动基建对经济的托底作用加强。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继续压缩一般

性支出。 

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2019 年至今年前三季度，减税降费总规模分

别超 2 万亿、2.5 万亿和 0.9 万亿，对企业主体保持了有力的支持。明年，

新的下行压力下，新一轮的减税降费要注重结构性发力，强化对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减负纾困、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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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赤字结构变化。2020

年，中央、地方赤字分别为 2.78 万亿、9800 亿元。2021 年，中央、地方

赤字分别为 2.75 万亿、8200 亿元，中央赤字减少仅 300 亿，地方赤字减

少达 1600 亿。增加中央赤字，减少地方赤字。 

货币要稳健。预计明年的流动性在合理充裕的基础上，将更加突出政

策工具的灵活性，结构上更加精准，定向支持。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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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表现在 3000 亿元支小再贷款与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将继续

发力，2020 年至今年 9 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 13.5 万亿元贷款本

息实施延期，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8.6 万亿元。通过碳减排支持工

具，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绿色发展的工具也将

继续实施。 

结构、科技、区域、改革开放、社会政策齐发力。 

结构政策强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内

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科技政策强调扎实落地。通过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规划、重组全国重点

实验室、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国际合作等途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实现

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同时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 

区域政策强调平衡性协调性。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结合“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转移支付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和困

难地区倾斜”，为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提供支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收入差距，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 

改革开放政策强调激发发展动力。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完成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稳步推进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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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强调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做好稳就业工作，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

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三孩配套政策有望继

续落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内涵二：共同富裕，以人民为本 

本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和把握被放到首位，凸显共同富裕这一长

期战略的重要性，明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

也不是搞“杀富济贫”。对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理解，会议指出“既要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办好“做大蛋糕”和

“分好蛋糕”两件事。 

共同富裕以共同奋斗为根本路径。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防止社会阶层

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

环境，避免“内卷”“躺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

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用好三次分配，其中，三次分配“支持有意

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政策力度上强调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重点提供教育、

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2022 年，重点关注即将出台的

《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内涵三：房地产，来一场松供给不松需求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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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供给结构、

调整需求，提升行业稳定性。 

重申“房住不炒”，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旧的发展模

式，是以房价为龙头，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来拉动增长，

而新的发展模式，是以“稳房价”为目标，在供给侧发力，发展长租房、

建设保障房、合理发展商品房。 

保障性住房，包括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其中保

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是重点。预计 2022 年我国将供应 279 万套保障性租赁

住房，拉动房地产投资 2.2%。 

商品房市场，本次只提出满足“合理住房需求”，给未来政策留下空

间，但节奏和力度仍保持谨慎。改善需求是否“合理”？在不同城市，在

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定义。因城施策，地产库存低位平衡，三四线不合

理的限购可以解除，一二线不合理的限价可以调整，限贷、限购的全国普

遍放松，似不太现实。 

房地产和金融的良性循环，关键是尽快恢复行业信心，并避免资金再

度大幅进入房地产，保持流入房地产资金的合理适度。 

内涵四：资本，有序进入绿灯行，禁止行业红灯停 

2021 年，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针对互联网平台，加大反垄断和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力度，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次提出“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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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