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泽平：新基建和新能源是

中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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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留意，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最近是有所松动，可能现在市场

对这个理解还不是太充分，其实这是货币放松的信号。 

经济周期阶段从滞涨往衰退走，货币政策开始慢转弯。 

只不过以前大家觉得放松，是刺激地产、老基建，这一次刺激的是新

基建和新能源，利好的量级是万亿级的。 

新能源应该是未来 5~10 年的机会，虽然它可能也会调整，但是调整

完了、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会再创新高。 

时代转身了，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是新基建、新能源、数字

经济、健康医疗这些行业，它们相当于 2000 年初的房地产、互联网和重

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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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利率是低的，那么商业银行

再给相关的企业贷款的利率也是低的，相当于定向的降息和再贷款。 

我们大致测算每年碳减排支持工具将释放 1 万亿级别的增量资金。 

什么概念？这个级别相当于两次降准，但是，它不是全面降准，它是

定向给了这些减排的领域，这个是大家需要留意的、很重要的政策信号。 

迎接第三次能源革命，中国有望弯道超车，新能源产业 4 大板块：新

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储能、电力设备。 

房地产融资的至暗时刻正在缓解。 

现在央行要求各大商业银行要满足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还有最近连

续两三个月专项债在放量，所以说未来的基建投资也会回升。 

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了，但长期影响可能不会是大

部分人想得那样。 

这轮调控，如何既能实现房地产去金融化泡沫化，又能实现软着陆、

避免硬着陆？我们建议，在适当调整过紧政策的同时，关键在于构建长效

机制，即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改变过去重抑制需

求轻增加供给、重行政手段轻市场手段的做法，采取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思路。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是需求，土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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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金融是杠杆。随着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通过

“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房价是供求的结果，进而实现房

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美联储开始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判断，美国的

货币政策易松难紧……我们要保持我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其实已经领

先于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正常化至少三个季度。 

这是经济学家任泽平 11 日对经济形势最新的解读和观点，还对货币

政策、央行碳减排工具、新能源、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房产税等作出了

进一步的分析。 

任泽平博士发言的内容如下： 

货币政策其实有所松动 

现在经济周期阶段应该是滞胀往衰退走 

最近宏观经济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

客观来讲是有所加大的。 

第二个，就是大家留意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最近是有所松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可能现在市场对这个理解还不是太充分，

其实这是货币放松的信号。 

只不过以前，大家觉得放松，是刺激地产，基建，这一次刺激的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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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和新能源，利好的量级是万亿级的。 

还有最近一些地方债、也开始放量发行，经济在加速的下行，其实货

币政策也开始宽松。 

现在来看，房产税试点的脚步临近了，你有可能在未来就要交房产税

了，这个可能是大势所趋。 

第一个方面内容，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导向。 

从去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到了今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我们的煤、铁矿石、螺纹钢、铜等等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创了历史新

高，最近保供稳价调控、又有所调整。 

今年上半年进入一个过热和滞胀的阶段。 

什么是衰退？就是价格和经济同步下行。价格在高位，经济下行，实

际上是属于滞胀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速从 5 月份以后开始放缓，到 8 月份放缓有所

加大，房地产销售、基建下滑，消费低迷，三驾马车里面只有出口还在那

顶着，出口的增速高达 20%以上。 

出口之所以这么强劲，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中国的复工复产是领先于全球的，而且我们的产业链很完整，

全球大的经济体里面，只有中国有这么完整的产业链，而且可以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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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的复苏； 

第三个就是商品价格的上涨，最近出口除了量的涨，还有就是价格的

涨。 

那么，往后看半年一年，有可能出口的增速会高位放缓，但是基建投

资尤其新基建投资有可能会顶上去。 

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就是大家看到，最近央行给了万亿级的利好——碳减排工具，央

行鼓励商业银行对绿色经济给予支持。 

所以光伏、风能、动力电池、新能源、氢能这些行业都是受益的，希

望加大对这方面的贷款和投资的支持力度，后面这方面的融资会改善。 

还有，最近的专项债也开始放量，应该是在明年，基建投资我估计可

能会有所改善。 

货币政策开始慢转弯 

我原来讲过，货币政策会经历四部曲，不急转弯、慢转弯、转弯、轰

油门，我也说过股市不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是货币的晴雨表。 

那么未来货币政策会怎么走？ 

上半年是不急转弯，但是现在这个时点，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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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开始慢转弯； 

为什么开始慢转弯了？ 

有几个信号： 

一个，央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过去我们刺

激经济，刺激房地产、基建、重化工业，屡试不爽，一刺激经济就起来、

大约隔一两个季度。 

但这一次中央明确讲房住不炒，未来我们要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要

跨周期调节，什么叫跨周期调节？兼顾短期的稳增长和长期的调结构以及

高质量发展。 

所以这时候我们刺激什么？ 

刺激新基建、新能源、数字经济，去年大家知道我曾经发过一篇文章

叫《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全网过亿的阅读，后来从学术讨论上升

到公共政策。我们还出了一本书《新基建》，这本书获得了国家的大奖。 

作为学者，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一些微薄的贡

献。 

在过去这两年，新基建，新能源、数字经济恰恰是中国资本市场和实

体经济投资最重要的机会，这两年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我认为新能源应该是未来 5~10 年的机会，虽然他可能也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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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调整完了、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会再创新高。 

大家如果展望一下中国经济未来 10 年 20 年，大家想一想，未来 10

年 20 年，中国经济靠什么？ 

过去 10 年 20 年中国经济靠房地产，靠老基建对吧？未来 20 年还能

靠这个东西吗？不可能。 

时代转身了，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是新基建、新能源、数字

经济、健康医疗这些行业。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领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深刻内涵，就是

经济的动力结构将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这将会整个的改写我们投资的逻辑、产业的逻辑、经济形势分析的逻

辑，包括货币政策框架。 

房地产融资的至暗时刻正在缓解 

大家留意房地产融资的至暗时刻正在缓解。 

现在央行要求各大商业银行要满足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 

还有最近连续两三个月专项债在放量，未来的基建投资也会回升。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部分，概括讲，经济形势在加速下行，

当然商品价格还在高位，属于一个滞胀往衰退转换的非常典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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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9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