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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恢复经济，也要防范风险
文  |  夏斌

2021 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早前，海内外多数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

增长会达到 8%左右，如果计算去年和今年两年的平均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可

能是 5%左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的预期目标。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在 5%？这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不

确定性怎么看、怎么办。

当前的国民经济运行要做到不急转弯、妥善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

的关系，不仅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

而且要在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坚持系统统筹的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的关系，并从以下五方面做好准备。

一是对金融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金融风险和隐患是指没有暴露的风险

和损失，一旦风险暴露，就会造成现实的损失，承担损失的要么是债权人，

要么是债务人，而且是唯一选择。

二是明确风险暴露后处置风险谁来买单。宏观决策部门要有大致的判断，

在处理某类风险时，对哪类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会受损、会对冲和冲击哪

些信贷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改革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做

到心中有数。

三是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估算。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风险总量做不到心

中有数、未雨绸缪，与货币决策部门的信息沟通不充分，那么货币政策不可能

在总量、结构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做好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

安排。

四是要统筹好风险处理进度与改革、发展的关系。金融风险主要有两种

类型：一类是市场法制强制型，风险可以自然释放；另一类是刚性兑付没有

彻底打破的政府主导型，表现为僵尸企业。后者对宏观决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需要在判断风险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进度与改革、发展的关系，

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确保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五是关注金融监管滞后问题。这是思考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又一个重要

维度。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护城河，相关措施出台的时机拿捏是否到位，

同样对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要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意味着在强调不能急转弯的

时候，不能只盯着资金规模，而忘记防控风险；在强调风险的时候，也要统

筹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对深化改革的紧迫性，解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卡

脖子”等迫切问题，需要总结金融监管滞后的深刻教训，在修补相关监管制

度的基础上，在保障国民经济基本稳定运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步落实的同时，

坚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控制好风险总量，做到心中有数，把每一类风

险的处置做到精准释放、精准“拆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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