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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的办法和底线 

——2019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点评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对会议主要内容我们点评如下： 

    一、形势判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今年一季度，随着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发力，我国 GDP实现了 6.4%

的同比增长，因此 4月政治局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开局

良好”，并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而非“周期性”

的，相应淡化了逆周期调节的地位。但随着二季度我国 GDP同比增速滑

落至 6.2%，中央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明显趋于谨慎。本次会议重提“下

行压力加大”，重回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并强

调在“新的风险挑战”下要“办好自己的事”。 

二、政策思路：压力之下，重提“六稳” 

我国即将于下半年迎来建国 70 周年大庆，因此“做好下半年经济

工作意义重大”，并“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鉴于上升的经济

下行压力，此次会议重提“六稳”：“六稳”首现于 2018 年 7 月政治局

会议通稿，在今年 4月会议的通稿中首次隐去。此次会议通稿中 4月会

议“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表述被隐去，完全未提及“去杠杆”，指向

“稳增长”的诉求上升。考虑到会议认为上半年就业仍然“比较充分”，

此次会议重提“六稳”目标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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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好自己的事”：扩大内需 

4月会议仅提到“稳需求”，而此次会议通稿中明确提出“深挖国

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并延续了 4月“高质量发展”的

基调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消费方面，“有效启动农村市

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制造业方面，稳定制造业投资，“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基建方面，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

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会议还提到要“加快重大战略实施步

伐，提升城市群功能。” 

四、宏观政策：“落实”财政、稳住货币 

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落实”。上半年财政积极程度创下

历史新高，但也使得政府收入增速明显下滑、杠杆率明显上升，很可

能制约下半年财政“积极”的程度。下半年中央可能通过提高国有金

融机构和央企的利润上缴、专项债作为资本金撬动基建，以及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等具体办法助力“稳增长”。 

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相较 4月会议，此次会议

通稿在延续“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的基础上，新增了“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这一提法来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早在 2009年二

季度提出，并在 2009Q2-Q4、2014Q4-2016Q4、2018Q2至今三个时段

出现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均对应存款准备金率下行或公开市

场净投放基础货币的阶段。此次这一提法与“把握好处置风险的力度

与节奏”一起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新闻稿中，表明下半年流动性环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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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维持相对宽松。这也将为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

环境。同时，会议明确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

中长期融资”，并要“压实”主体责任，表明未来货币政策仍将具有

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五、政策的底线和空间：“房住不炒” 

此次会议重申“房住不炒”，并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可见中央对房地产调控的决心。这表明

下半年房地产政策难见放松。地产严调控也将为未来留出更大的政

策空间。  

总体看来，此次政治局会议表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

宏观政策天平的砝码在向“稳增长”倾斜。但中央仍保持了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定力，力求通过促改革的方式扩大内需“化危为机”，

不走刺激房地产托底需求的老路。 

（评论员：谭卓 韩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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