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培勇：稳增长的“牛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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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 50人论坛 

 

在中国财富管理 50人论坛 2022中期宏观峰会上的讲话 

面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2.5%，特别是二季度经济增长 0.4%这样一

个经济实情，走好下半年的稳增长之路特别具有挑战意义。如何围绕稳增

长做出相对恰当的选择？我想，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要加大稳增长的力度，要进一

步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实现稳增长。我想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这样两

个基本事实必须注意到： 

其一，我们的政策空间无疑不小，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无疑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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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政策措施，这些政策资源总归是有限的。如何把有限

的宏观稳定资源用于实现特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个问题颇费思量。 

其二，从 1998 年的“反东南亚金融危机”，到 2008 年的“反国际

金融危机”，再到 2020 年以来的抵御疫情冲击，这些年我们一直是围绕

稳增长讨论经济金融政策。可以看到，围绕稳增长各项措施的边际效应基

本呈递减趋势。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不想就要不要增列赤字、要不要增发国债、

要不要进一步加大货币的扩张力度等问题展开讨论，而只想聚焦一个主题，

那就是如何在当前特别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找准实现稳增长的发力点。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颇多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抓主要矛盾”，

“牵牛鼻子”，“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等。

那么，在当前这个时候，围绕着稳增长的路径选择，什么是“主要矛盾”？

什么是“牛鼻子”？什么是那个“刀刃”使用的“好钢”？“歼灭战”的

主攻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可能需要好好地研究。 

我以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说存在“主要矛盾”，可以牵“牛鼻

子”，这个“牛鼻子”，应该是稳住市场主体。刚才，尚主席已经就市场

主体做了一番很深入的论证。当我们说这个“牛鼻子”是稳住市场主体的

时候，在操作层面实际上是具有排他性的。那就是除了市场主体之外的其

他方面的主体，可以不被视为“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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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增长，我们有多种政策选择，可以有增量措施，也可以有存量

措施。但是，如果把稳住市场主体视为“牛鼻子”，那么，就要确保所有

的政策配置及政策操作，首先应聚焦于稳住市场主体，以稳住市场主体来

稳住经济大盘，来实现稳增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为什么这样讲呢？有如下几个理由： 

第一，市场主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根基之所在。市场主体不是我们在

经济学课本当中所说的微观经济主体。微观经济主体，除了市场主体之外，

还包括家庭、个人等消费主体。市场主体也不等于企业，企业和市场主体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企业仅仅包括的是法人，而市场主体不仅包括法人，

还包括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 

今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市场主体包括：其一，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其二，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其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

机构；其四，个体工商户；其五，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其六，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截止到今年 4 月份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

统计数字分别是：企业 4，800万户，市场主体 1.58亿户。也就是说，在

企业和市场主体之间这个巨大的差距，是由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所构成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主体”这一概念正逐渐取代“企业”这

个概念了呢？我们现在很少说企业怎么怎么样，而更多的是说市场主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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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何。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市场主体的覆盖范围远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

企业。它囊括了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在内的所

有的经济体，也覆盖了参与 GDP创造的全部经济单元，以及国民经济的主

动脉及其毛细血管。 

也就是说，相对于企业而言，市场主体可以把所有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根基全面覆盖。经济发展的根基与动力既然是市场主体，那么，稳增长、

稳住经济大盘当然要围绕着市场主体而展开，而不是围绕着其他别的什么

主体而展开。只有稳住市场主体，才能稳住国民经济的根基。只有市场主

体安好，国民经济才能安好，才能步入合理的发展空间。只有市场主体兴

旺，国民经济才能兴旺。只有市场主体的预期转强，国民经济才能重回增

长轨道，我们也才能拥有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可以讲，稳住市场主体和经济稳增长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稳住经济大盘的实质就是稳住市场主体，把市场主体这个经济基本盘稳住

了，解决其他问题就有了基础和手段。 

第二，市场主体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主要依托。稳住经济大

盘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这“三稳”当中的基础和决

定因素是稳就业。这是因为，就业稳，居民收入和民生才有保障，社会财

富才能稳定增加，稳增长才有支撑，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也才能

稳住。历史与现实的数据一再表明，市场主体是稳就业的顶梁柱。刚才尚

主席讲到，我们每年新增的 1，300 万以上城镇就业绝大多数是靠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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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吸纳的，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 85%以上的城镇

就业岗位，支撑了 4.4亿城镇就业人员，以及近 2.9亿农民工就业。 

稳就业的关键当然就是稳住市场主体，只要稳住了现有的 1.58亿户市

场主体，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稳住就业，只有着力通过稳住市场主体来稳

住就业，才能尽快让当前相对偏高的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降下

来，也才能稳住经济大盘，才能确保经济运行回归合理区间。 

第三，相对而言，市场主体是当下最需要纾困、帮扶的对象。“春江

水暖鸭先知”，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一再证明，每逢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国际

大流行这样的严重灾难，市场主体经营困难、利润下降、资金断流、资不

抵债，甚至陷入破产倒闭潮，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困难挑战。 

立足当下，无论是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还是跌宕反复的新冠肺炎疫

情，这些都属于超预期因素，而且这些超预期因素与我国经济一系列超预

期冲击叠加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些超预期冲击均集中体现于市场主

体，特别是中小微市场主体身上。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

定性上升也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也罢，

蒙受冲击最大的也往往是市场主体。 

所以，在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困难挑战，特别是短期的困难挑战面

前，最亟待渡过难关的便是市场主体，最需要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措施的

也是市场主体。只要市场主体能够在当前的各种冲击压力面前挺住，只要

能够帮助市场主体把暂时的难关渡过去，只要市场主体能够展现活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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