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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宏观经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现

文◎刘伟

2019 年，中国经济稳定运

行，实现了“六稳”，各

项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

2020 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

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因此需

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

策，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强化其

结构性效应，提质增效，有效提高稳健

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保障稳增长

所要求的流动性。

2019 年中国经济在国内下行压力

增大，世界经济低迷的条件下，仍然持

续健康增长势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达

到了预期值，“六稳”要求得到全面落

实；在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 0.6 个百

分点的背景下，经济增速仍保持领先优

势，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动态

地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上升。按季度

看，增速是持续下降的，前三季度分别

是 6.4%、6.2%、6.0%；总体上全年同比

增长预计为 6.2%，虽与全球相比，增速

领先，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 0.5 个

百分点，2018-2019 年是经济下行加速

期，2020-2021 年则可能是本轮周期的

触底反弹期。

从需求端来看，一是市场化去库存

和政策性去库存的叠加带来了明显的

紧缩效应；二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

期态势明显；三是民间投资收益预期下

滑、增速放缓；四是国有企业去杠杆、

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导致经

济主体偿债能力仍未明显扭转，金融周

期底部运行特点明显；五是居民消费增

速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9 年前三季度回落 0.9%个百分点；

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冲突作用下，全

球经济不确定性提升，国际贸易增速回

落（2019 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 2.5 个百

分点），世界经济低迷程度加剧，增速

下降，中美经贸摩擦如何解决也成为影

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从供给端来

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新阶段，基数红

利逐渐降低，低经济基数下显示的阶段

性高速增长，伴随基数扩张会逐渐减

弱，特别是人均 GDP 水平突破一定水

平后，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持续下降

期；二是工业化红利持续递减，第二产

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与第

三产业快速提升，表明传统工业化加速

的结构增长效应已基本终结；三是中美

间经贸摩擦导致全球经济低速加剧，使

得中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全球

化红利加速下滑；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开

启和加快，流动性人口的负增长和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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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持续下滑，表明经济增长传统

动能之一的人口红利已进入加速

递减期。

因此，从 2020 年经济增长来

看，中国经济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

从供给端，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

力，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走势呈现

“双紧缩”态势已显现。因此需要根

据影响供给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

因素的比较，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

政策，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有效防范风险。

就总供给而言，扩张性因素

主要集中在这样几方面：一是发

展性因素的改善，包括技术进步、

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

降等；二是制度性红利的反弹会

对冲部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

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

的 2217 个改革方案，仅 2019 年便

出台 285 个改革方案，完成 46 个

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61 个改

革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更

加突显；三是应对外部冲击，特别

是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产业结构

调整，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国产

替代、重要设备等方面的战略政策

启动会带来新的结构性拉动效应。

就总需求而言，积极因素主要集中

在这样几方面：一是部分领域投资

需求的增加，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持

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上升，民营

企业投资预期改善；二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

现。2020 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内需市场扩张的基础进一步充实，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中产阶层

消费潜力将不断提升；三是全球经

济政策同步宽松将给 2020 年带来

全球政策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复

苏，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

降息周期。

综合研判各类有利、不利因

素，在总供给、总需求“双收缩”的

条件下，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

大，在不包含政策作用的自然走势

下，GDP 增速可能低于 6%，相应

的 CPI 的自然走势较 2019 年也会

有所下降，可能降至 2%以下。基

于上述判断，2020 年宏观经济政

策的总基调需要继续坚持贯彻“稳

中求进”。

“稳”首先是稳增长，防止经济

增长出现大起大落。根据经济增长

的客观性阶段性规律和自然走势，

一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防止出现

高通胀，泡沫式增长必然严重牺牲

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必须严

防“经济过热”；二要在经济增长上

保障就业目标的实现，防止经济严

重衰退；三要与完成“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要求相衔接，保证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经济增长的

要求。因此，2020 年稳增长，GDP

增速应在 5.5%-6%之间为宜。通

过政策调控使实际增长速度略高

于自然走势约为 5.1%-5.5%。经

济增长速度不超过 6%，能够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通胀目标

控制在 3%左右，甚至以下；5%的

增长率在现阶段能够控制失业风

险，若增长 5.5%则不会出现大面

积失业，5.8%的增长率则能稳定

就业。同时 2020 年即使经济增长

达到 5% ，也 能 实 现 2020 年 比

2010 年按不变价格计，GDP 翻一

番的增长目标，因为前 9 年实际增

速已高于 10 年实现翻一番增长所

要求的平均速度（7.2%）。这就要

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力促“稳增

长”。在需求管理上，总体上应采取

扩张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

必须继续坚持，同时强调提质增

效，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

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应灵活适度，总

体上应较此前略偏宽松。在财政政

策强调结构性效应的条件下，货币

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更加注重总

量效应，不宜过度偏向结构性操

作，就总量货币供应而言，广义货

币 M2 不宜设定过低，应为预防通

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收

缩预留政策调节空间。

“进”则首先体现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要继续深化，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提高生产者

竞争力。与需求管理不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直接影响消费者，而

是影响生产者，包括微观企业、中

观产业、宏观国民经济体系。在巩

固前一时期“三去一降一补”成效

的同时，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

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制度

创新，重要的是治理市场环境，构

建现代化市场体系，通过市场化、

法治化的深入改革，改善营商环境

和消费环境。

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过程中，必须坚持做到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要求

的“四个必须”，即必须科学稳健把

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必须

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

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

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强化风险意

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也就是说，在积极的财政政

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在需求管

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在总量

调控与结构调控上，在短期增长与

长期发展上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进

而达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目的。 协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