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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需一揽子宏观政策
文  |  王一鸣

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影响范围前所未有，中国不仅需要有效减

缓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还要有效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产生的叠加效应。在

政策层面，要从短期分散化的政策转向实施一揽子宏观中期政策，向国内外

传递恢复和振兴经济的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

具体发行规模可以在综合评估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确定。要扩大地方政

府专项债的规模，可以考虑今年再扩大到 3.5 万亿元，同时扩大专项债的使用

范围，提高用于资本金的比例，以更好发挥专项债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

二是发挥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可以考虑将分步骤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与发行特别国债有效结合起来，并且通过定向降准工具增加对中小企业

的信贷支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下调贷款利率，帮助小微

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存款基准利率可先不调整。

三是充分挖掘国内消费需求。疫情对线下消费冲击非常明显，要进一步

采取措施复商复市，同时继续发挥好线上消费稳定居民消费的作用。还应增

加政府公共消费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生活保障。

四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动在建项目复工，启动已开工已批准的

项目建设。比如老旧小区改造；加强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加快启动 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结合“十四五”规划，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一批支撑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并用好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五是把保企业、保就业、保民生放在核心位置。要抓好社保阶段性减免、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落地见效；还要抓好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和降低利息负担等政策，让中小微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要强化对困

难群体的救助，特别是对其基本生活的保障，提高普惠补助标准，启动相关

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六是加快实施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工程。下决心推动实现一些关键环

节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制定好应对国际供应链中断

的预案，对国内短期内难以替代的进口中间品和设备要增加“备胎”，对国

内可以替代的要尽快启动国内供应商生产。要采取措施保障出口企业海外订

单的交付能力，加快国内航空物流公司发展。

七是深化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民营

企业、外资企业拓展发展空间。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推进土地制度

改革，释放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扩

大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更好保护

外资的合法权益，继续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大对

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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