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为

市场主体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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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稳住了经济大盘。经济走向复

苏往往需要“两步走”。第一步，政府部门发力基建投资，稳住经济大盘，

创造市场有效需求；第二步，私人部门接力政府部门发力，即民企投资与

居民消费，经济实现内生性增长。 

进入三季度以来，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环比修复，主要原因在于政府

部门对经济活动加大力度进行补缺，宏观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基建投资发力

（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1%，7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5%，

过去两年平均同比增长 1.8%），稳住了经济大盘。 

但经济实现复苏“两步走”的第二步却难以实现。市场有效需求恢复

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发展预期与信心转强。私人部门中居民消费是随着收入

预期改变的，只有居民收入预期向好，居民才会增加消费。收入预期向好

则需要贡献 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中小型企业，也就是私人部门中的民

营企业实现投资发展，而企业实现投资发展的前提是具备发展的信心。 

其次，从另一项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来看，8 月份新增社融 2.43 万亿

元，同比少增扩大至 5571 亿元。结构上，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由少增转

为多增 2138 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额减少至 1601 亿元。企业部

门强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快速落地所带来的基建融资好转。 

相比于全年其他经济目标，最需要保住的目标是失业率在 5.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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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下，如果能够保住失

业率目标，经济活动能正常运转，已是十分成功的。而中小企业贡献了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保就业则首先要保住中小企业，只要让中小企业具

备充足的发展信心，就业岗位就会实现内生性的良性扩张。 

当前，宏观政策已持续发力提振中小企业信心。建议各部门、各地方

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为市场主体提振信心，尽快打响中小企业“信心恢

复战”。 

首先，根据各地方实际情况建立疫情防控长效机制，更加科学精准化；

其次，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再次，引导好市场预期，避免市场主体因预期不明而产

生信心转弱的负反馈循环；最后，要站在微观市场主体需求的角度，落实

好已出台的助企纾困存量政策，同时，以企业信心为政策着力点，研究出

台超常规的增量政策，给予企业多方位的政策扶持，助力市场主体，尤其

是中小企业恢复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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