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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6 月 1 日召开的国常会，进一步部署加快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

生效。会议指出，今年额外新增 1400 多亿元留抵退税，并在 7 月基本退

到位；新增政策性银行 8000 亿元信贷额度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符合

条件的失业农民工，无论是否参加失业保险，都要发放临时补助或救助；

对汽车央企发放的 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各地相关部门要

对投资项目建立台账，通过优化审批、加强用地等保障推动尽快开工。2021

年广义基建投资约 13万亿元，8000亿元信贷额度对基建投资将起到重要

拉动作用，有助缓解今年财政资金在多元经济社会目标下的支出压力。6

月 2 日，央行和财政部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具体介绍今年稳经济的货币

和财政政策。 

今年一揽子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体现在聚焦市场主体纾困、提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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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投资、降低融资领域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等领域，在全面的降准降息外，

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特征也更为突出。今年以来，央行不仅将普惠小微贷款

支持工具制度化，还新增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额度 1000 亿元，

并新设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等专项债再贷款，初始额度达 3400

亿元。除此之外，央行指出将“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更

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监管制度”。 

今年财政政策对稳经济提供了多方位支持，既有保市场主体、也有促

消费稳投资等政策，并阶段性加大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倾斜力度，对经

济的支持强度不低。我们对比了近四年来税费的减免缓退等政策，今年新

增减税降费规模或超过 1 万亿元，并集中在制造业、科技型企业、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服务业等领域，其中小型微利和个体工商户享受的税费支持政

策力度也进一步较大；今年增值税新增留抵退税规模约 1.64 万亿元，超

2019-2021年三年合计数；此外，今年失业保险基金对企业稳岗招工培训

的支持力度加大，而年内企业缓缴的税收和社保费规模或约 1 万亿元，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新增再担保额也远超往年。在资金方面，财政部指出“加

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对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按规定收

回统筹使用，对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中不需按原用途使用的资金收回统筹

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支持的领域”，当前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未被调

用的额度约 1000亿元，2021年底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则约 1.6万

亿元（不过财力较强的地区余额也越高），保守估计存量资金可盘活规模可

达 5000 亿-8000 亿元，弥补今年收入可能低于预算目标、抗疫支出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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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带来的压力。 

近期各省也陆续发布落实国常会 33条稳经济一揽子举措的实施细则。

总结来看，除了落实货币财政政策外，各地政策主要集中在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促消费、促投资、稳出口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领域。 

在促投资方面，近年来基建项目投资落地难，跟土地、环评、用能、

资金等要素保障方面有关，本次多省提出允许投资项目“容缺受理”以加

快审批进度，并指出要尽量支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资金

支持，而 5月 31日交通运输部提出的“在今年原定目标的基础上，再新增

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万公里、

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3000 座”目标，也已在各省实施细则里有所体现，今

年基建的重点将集中在水利、交通运输（新增农村公路建设目标）、地下综

合管廊、能源项目建设等领域，今年基建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可起到以

工代赈、促进农民工就业作用。 

在促消费方面，汽车家电等大件商品、商贸文体娱等均有支持政策出

台，天津、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明确指出今年将新增购车指标，广东、

北京则对车辆购置给予较高的补贴；但各省消费券发放的金额并未明确，

或将因各地市政策而异。 

在房地产领域，各地住建局已陆续发布相关文件，近半数省份在一揽

子政策实施细则中有说明，主要集中在适度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满足居

民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保障房企合理融资需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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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