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开伟：该如何理解宏观政

策跨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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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莫开伟 

最近大家注意到了中央高层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种最新提法，那就是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在刚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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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一

点就是指出下半年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

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这一提法的确是过去没有过的，是我国历宏

观调控史上的第一次，这种提法不是单纯字面上的文字游戏，而是表明宏

观政策调控的实质内容、思路与操作方式等内在驱动要素的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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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国今后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再也不能只着眼于短期目标、解决

顺周期或逆周期的单一激励经济方式问题，而是着重向宏观调控政策稳定

性、可持续性方向转化，考虑宏观政策的综合效应，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政

策“组合拳”，使宏观调控长、中、短期目标相互融合，相互弥补，发挥

出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效能，使经济在下滑和上升时期都能起到较好的激

励作用，消除宏观调控政策的自我内耗和过于频繁变动带来经济发展的不

适应性，使我国经济发展始终能与客观经济形势（环境）需要保持和谐统

一，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出我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中央高层宏观调控理念的根本转变，

也表示中央决策层对宏观经济政策认识更加深刻，驾驶宏观经济能力不断

提高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日益明确。而且，过往我国推行的各项重大经济

改革以及重大经济活动，也都表明宏观调控政策只有立足长远、可持续目

标，才能消除经济发展短期目标和盲目求速现象，也才能最终克服经济活

动中的不尊重客观经济行为，尤其是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经济损失。

显然，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

发展少走弯路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需要。 

基于上述层面的认识，对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应引起足够重视，

并有新的思维模式，不断探索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运行模式，在经济发展

的社会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经

济发展，更加能推动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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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我国客观经济现实出发，需要实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去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出的八大任务，推动“十四五”开好局，很重要的

是推动“十四五”规划的落地。这也是实施跨周期调节很重要的内容，因

为这些项目都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以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支点，以改革创新

作为核心动能，这些任务都是跨周期型的，不属于逆周期调节的范畴。而

且，也要看到，当前中央高层之所以反复强调“跨周期”调节，因为“十

四五”开启新篇章，关键在于推动这些重大项目的有效落地。今年的投资

需求，明后年会变成供给。如果不论方向不论方式地扩大投资，可能带来

新的产能过剩，导致跨期失衡。疫情期间超常规政策退出历史舞台，需要

有内生动能接续，这要在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规划战

略方面，有更多着力。显然，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幸事，

也是中国民众之幸事。 

那么，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都需要哪些新的思路与操作方式？从

当前看，应具备四种思路与四种操作方式。 

应具有前瞻思维，把握住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性。就是说现在中国政

府每推出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有较强的前瞻性，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

严肃性，克服过去一些朝令夕改的现象，以消除宏观政策短期行为甚至是

顾此失彼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阻碍或形成较大的损失。目前，国内

外处于疫情形成严峻时期，我们制订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应把跨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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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相当高的战略位置上，也即把宏观调控政策着眼点由过去注重短期逆

周期对冲转向到中长期战略规划和战略落实上来；中央提出的“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和战略，就需要我们

冷静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制订与推出的前瞻性研判和

准备，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可预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出现遭遇

重大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尤其，最近中央政治

局会议部署的重点就是从短期逆周期调节，从简单的疫情纾困中摆脱出来，

向跨周期中期战略布局进行转移，会议列举的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强化科

技创新、加大改革攻坚、碳达峰和碳中和、防范化解重点风险等，都是跨

周期的中长期问题，不能企望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要把

保持宏观政策持久性放在首位，避免各种宏观经济决策陷入被动化、盲目

化和片面化倾向。 

应具有全局思维，把握住宏观调控政策的整体性。就是说我国每推出

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应具备内外两种眼光，学会用国外与国外两种眼光和两

种层面的思维模式来衡量宏观调控政策的准确性与可适性，兼顾内外均衡，

对其中不适合、不适用的政策进行修改或调整，把握好调控的力度和节奏，

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普适性，做到“全国一盘棋”，形成统一政策

效力，无论国际国内环境多么复杂多变，宏观调控政策都能做到“不管风

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比如我国央行制订货币政策，既要看美联储货

币政策的走向及其变动趋势，又要根据国内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宜盲

目跟进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必须保持自身足够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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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央行也正是针对国外、国内两种因素来全面思考货币政策的走向，也

即针对世界疫情演变存在不确定性，欧美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进入新阶段，

外部环境更为严峻复杂。内部来看，虽然抗疫、纾困、复苏方面都不错，

但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恢复不稳固不均衡等问题，推出了确保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稳定性，保持货币政策定力，不搞大水漫灌等货币操作

政策，才使得我国较好地抑制住了货币泛滥与通货膨胀现象出现，维持了

经济金融稳定，也确保了民众生活不受到较大的冲击。 

应具有发展思维，把握住宏观调控政策的严肃性。就是说我国政府制

订或推出宏观政策应始终坚持发展思维导向，既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不足与问题，又要看到自身的特点与长处，一切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

的角度出发，把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首位战略位置，理顺各种宏观调控政策

关系，推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内在融合，消除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内耗，

尤其是克服宏观政策部门之间协调性差、出现相互制肘以及各部门之间各

自为政、相互拆台等不良倾向，确保宏观政策实施的统一性、协调性与严

肃性，集中发挥出宏观政策的实施效力，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

的潜能。这就需要我国宏观政策制订部门相互之间加强联系与协作，树立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消除部门之间的利益樊篱，一切以国家经济发展的利

益为重心，一切以提高民生福祉为根本，对于宏观政策执行中的短期利益

行为、各自为政行为、相互拆台行为甚至是盲目逐利行为，应予以严厉惩

处。比如当前在碳达峰上，我们要纠正运动式“减碳”，防止借碳达峰盲

目扩张产能；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上，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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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4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