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倪巍晨
報道：17日，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在
「2022-2023中國經濟年會」 上就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相關部署進行了權威
解讀。許宏才表示，明年財政部門將
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加力提效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明確傳遞推動經
濟持續回升向好和高質量發展的信
號，大力提振市場信心。

對於明年積極財政政策如何加力
提效，許宏才透露，要統籌財政收
入、財政赤字、專項債券、調入資金
等，保持適度支出強度；合理安排赤
字率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適當
擴大專項債券資金投向領域和用作資
本金範圍，銜接今明兩年持續形成實
物工作量和投資拉動力，確保政府投
資力度不減。

此外，持續增加中央對地方轉移
支付，做好困難群眾、失業人員動態
監測和救助幫扶，兜牢兜實基層 「三
保」 底線（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
運轉），為經濟運行營造良好的基礎
環境。

在貨幣政策方面，人民銀行副行
長劉國強表示，明年的貨幣政策要堅
持 「總量要夠，結構要準」 ，總量要
夠，就是貨幣政策的力度不能小於今
年，需要的話還要進一步加力。既包
括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也包括
保持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資金
價格維持合理彈性，不大起大落。結
構要準，就是要持續加大對普惠小
微、科技創新、綠色發展、基礎設施
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要繼續落實好一系列結構性貨幣政
策。

料人行仍存降準空間
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秦泰相

信，2023年人行仍會啟用 「全面降
準」 工具，預計全年有約100至150個
基點的降準空間， 「鑒於明年1月、9
月市場流動性缺口較大，不排除人行
在這兩個月各開展50個基點降準的可
能性」 。

政府投資不減 幣策按需加力

以制度開放暢通雙循環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近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
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
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
放。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
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
小涓12月17日在《財經》年會作主旨
演講指出，全球化仍然在加快推進，
國際貿易和投資仍然是推動全球經濟
增長的重要力量，要以高水平開放助
力經濟復甦和中長期增長，以制度性
的開放促進雙循環的暢通。

江小涓稱，制度型開放對應政策
型開放，這是過去多年中國一直採取

的政策型開放。現在，中國有條件轉
向制度性的開放，一個穩定可預期的
開放體制對加強國內外市場主體在中

國市場長期發展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讓市場在競爭中間發揮重要作用，也
一定會帶來整體產業效率的提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要繼
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支撐作用，積極
擴大先進技術、重要設備、能源資源
等產品進口。江小涓指出，中國總體
是一個資源短缺的經濟體，隨着經濟
總量的增加、海量投資能力的形成，
自然資源的短缺相對更明顯。同時，
中國有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仍然需
要全球的市場充分發揮它的優勢。國
內大循環暢通高效依然需要利用國內
外資源和市場。

中財辦：料明年二季度經濟大幅反彈
今年GDP可望超過120萬億 優化疫控穩步復甦

對於今年中國經濟，韓文秀表
示，今年經濟增長與年初的預期目標
存在差距，但其他多項指標都較好完
成，一些面向未來的結構性指標有突
出的表現，預計今年經濟總量超過120
萬億元。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國家外
匯儲備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在全球
通脹創40多年新高的情況下，我國物
價水平保持平穩，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2%左右。

明年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
韓文秀表示，中國經濟韌性強、

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資源要素條件可支撐。綜合
研判，明年世界經濟增速可能會明顯
下滑，而中國經濟可能總體回升，形
成一個獨立的向上運行的軌跡。 「面
對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和風
雨如晦的外部環境，我們有信心有條
件有能力推動中國經濟運行整體好
轉。但這並不是自動生成的，不是天
上掉餡餅，必須要付出艱苦努力。」
韓文秀說道。

展望明年經濟形勢，韓文秀分析
三方面因素將推動明年經濟明顯回
升。一是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將給經濟
恢復發展帶來重大積極影響，特別是
二季度社會生產生活秩序將會加快恢
復，經濟活力將會加速釋放。二是存
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疊加發力。今年以
來，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擴大有效需

求，促進結構優化的政策措施。韓文
秀說， 「明年還要根據實際需要，陸
續出台一些新政策新措施，存量政策
和增量政策同向發力，將積極促進經
濟恢復發展。」

三是基數效應。韓文秀說，今年
經濟增長低於預期，客觀上會造成今
年經濟基數相對較低，明年只要經濟
恢復正常的增長，從統計角度來看，
數據就會較高。 「明年一季度經濟數
據可能還會相對較低一些，但二季度
預計會出現大幅度反彈，全年有望明
顯回升。」

防範化解房地產風險是重中之重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明年要

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要
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韓文秀對
此指出，近幾年，房地產業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重大概是7%左右，加上建
築業等相關產業達到14%左右，土地
出讓收入和房地產相關稅收佔地方綜
合財力的將近一半，房地產貸款加上
房地產抵押貸款佔全部貸款餘額的接
近40%，房產佔城鎮居民家庭資產的
近六成。所以，防範化解房地產市場
風險是重中之重。

韓文秀表示，明年要扎實做好保
交樓、保民生、保穩定各項工作，提
供足夠流動性，滿足行業合理融資需
求，推動行業重組併購，有效防範化
解優質頭部房企的風險，改善他們的
資產負債狀況。要因城施策，着力改
善預期，擴大有效需求，支持剛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勵地方政府和金
融機構，加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
探索長租房市場建設。

韓文秀強調，要堅持 「房子是用
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定位，深入
研判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和城鎮化格
局等重大趨勢性結構性變化，抓緊研
究中長期治本之策，消除多年來高負
債、高槓桿、高周轉發展模式的弊
端，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
過渡。

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內地旅業明年迎恢復增長熱潮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在
「2022-2023中國經濟年會」 上表
示，預期明年必將迎來旅遊業的恢復
性增長熱潮。

寧吉喆指出，要建設一批富有文
化底蘊的世界級旅遊景區和度假區，
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鮮明和國家級旅遊
休閒城市和街區，推進紅色旅遊自駕
遊，文化遺產旅遊、工業旅遊、康養
旅遊、旅遊演藝等創新發展，提升度
假休閒鄉村旅遊等服務品質，完善海
洋旅遊、低空旅遊等發展政策。

寧吉喆還表示，要多渠道增加居
民收入，不斷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增

加收入必須穩定和擴大就業，特別是
體制外眾多勞動者的就業，公共工程
和企業絕不能再拖欠農民工和勞動者
的工資。地方政府和大企業也絕不能
再拖欠中小微企業應得的款項，要鼓
勵和支持農民和城市居民自主經營、
自我發展，為他們創造公平競爭，正
常有序的營商環境。他指出，要以進
一步落實助企惠民政策，優化調整防
疫政策為契機，切實增加這兩部分人
的收入。疫情衝擊下，國家加強對基
本民生的保障，要在現有政策框架下
繼續擴大覆蓋面，把符合條件的困難
群眾和低收入群體納入保障範圍，保
障這部分人收入穩定增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確保房
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圖為山西太原民
眾在看預售屋。 中新社

▼

雲
南
昆
明
的
消
費
者
在
超
市
選
購
食
品
。中

新
社

專家熱議財策幣策新提法

資料來源：國是直通車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
學家羅志恆分析，明年
財政政策基調是 「加力
提效」 。意味着財政支
出力度將更大，赤字規
模和專項債總和仍會保
持一定強度，進而財政
支出保持一定強度，帶
動總需求回升。 「加
力」 並 「保持必要的支
出強度」 是當前和明年
經濟形勢的需要，是順
應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目標的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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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程實認為， 「精準有力」 的
貨幣政策有四方面特徵：一
是政策目標更加堅定，不被
全球供給衝擊的複雜影響所
干擾，不被短期不確定性因
素所動搖；二是政策工具更
加多樣，綜合數量型工具和
價格型工具，多種工具有序
搭配；三是政策傳導更加直
接，直達實體經濟，直達微
觀群體，直達民眾所需；四
是預期引導更加高效，提升
政策與市場的溝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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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
壇理事長連平認為，當前
國內經濟恢復發展的基礎
還不牢固，外部環境更趨
複雜嚴峻，全球經濟下行
風險加大。在這種大環境
下，一方面，貨幣政策必
須 「有力」 ，以配合積極
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從
而助力經濟增長；另一方
面，貨幣政策也必須 「精
準」 ，不搞大水漫灌，從
而有效避免貨幣貶值等金
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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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財辦透露，預計中國今年經濟總量超過120萬億元。圖為山東港口青島港迎來進出口裝卸高峰。 新華社

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

12月17日，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 「2022-2023中
國經濟年會」 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
韓文秀在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時表示，優化疫情防控措
施將給中國經濟恢復發展帶來重大積極影響，加之存量政策和
增量政策同向發力，疊加今年低基數效應，預計明年二季度中
國經濟將會出現大幅度反彈，全年有望明顯回升。一些面向未

來的結構性指標有突出的表
現，預計今年經濟總量超過
120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

大公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海外訂單持續增長。圖為陝汽重卡
一輛重卡在進行裝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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