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宝良：提高政策针对性以

利下半年经济平稳复苏 

  



 

 - 2 - 

意见领袖 |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去年 3、4 季度到今年 2 月份，我国

不再出台紧缩政策，市场预期有所改善，经济得到一定恢复；3 月份疫情

反弹叠加俄乌冲突影响，经济再次触底；5、6 月份经济增速开始回升。 

 

一、下半年经济回升仍需关注的几方面问题 

第一，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矛盾。相比 2020 年，

本次疫情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抗疫成本大大增加。受疫情特征变化以及

“二十大”即将召开等因素影响，抗疫成本大幅上升，对供给端构成较大

冲击。 

第二，微观主体活力下降。2018、2019 年，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我国提出“六稳”、“六保”口号，大规模推进供给侧改革和降税政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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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降低企业所得税、企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总书记还召开了民营企

业家座谈会，目的是从供给端解决企业问题，通过保住市场主体（包括企

业、居民）来保住就业、保住消费。这种思路十分正确，当时市场主体信

心很足。与此同时，我国还利用其他国家疫情防控不当的机会，大幅增加

出口，出口形势也很好。特别是 2019 年到 2020 年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

贸易协定，新经济、数字经济也在蓬勃发展，独角兽企业很多，那一时期

企业信心非常充足。与此同时，居民杠杆率虽然也在上升，但居民消费信

心仍然很足，微观主体活力明显高于当前。而经过三年困难期，微观主体

活力明显下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均不可同日而语。特别

俄乌冲突以后，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进一步承压。在国家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的政策下，平台经济也受到一定影响，形势比较严峻。 

第三，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过去两年，中国剔除通货膨胀的实际出口

量增速在 15%以上，是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今年上半年，尽管中

国出口很有韧性，但出口量只增长了 2%。由于内需不足、进口增长缓慢，

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衰退性的逆差。尽管顺差的积极作用高于预期，但并

不能过高估计其作用。 

第四，有效需求不足。房地产方面，目前为止房地产市场并未稳住，

居民消费信心明显不足。在当前情况下，即使继续保企业，但由于过去两

年已经出台了很多财政、货币政策，再出台刺激性政策，其边际效应是明

显递减的。而且从调查情况看，当前供给端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订单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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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还是需求层面出现了问题。 

总结来看，短期最主要的矛盾仍是需求不足，但很多中长期的结构性

问题也依然存在。从上半年数据可见，在居民消费下降的同时，我国收入

差距也在扩大，中位数迈入平均增速，但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好于预期。在

此背景下，出台政策要长短结合，关键是让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出

乘数效应，通过需求端的改善来稳定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统筹考虑国际环

境、微观主体、疫情防控策略、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市场行情、杠杆率

情况以及一些结构性问题，短期内出台政策要更多着眼于稳定需求。 

二、关于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的探讨 

我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速可以继续稳定在 5.5%的目标上，同时为未来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这样全年经济增速可以维持在 4%左右，在全球也是较高

水平。如果追求更高增速，在上述多重因素制约下，难度可能很大，也会

带来更多问题。我认为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在防住疫情的条件下，想

办法改善需求、拉动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从结构上看，当前我国服

务性消费严重不足。服务性消费没有挤出效应，不会像商品消费一样跨期

挤出。服务性消费是面对面交易，只要消费就会拉动经济，不消费也无法

补回，因此一定要在服务性消费方面采取措施。关键是以下几点： 

一是从供给端稳预期，特别要稳定好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预期。要让

企业愿意开业，现在很多人都关门回家了。二是加大财政力度。7 月份将

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政策，会上可能会明确下半年财政扩张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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