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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需求端支持力度 
促进经济均衡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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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2021 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依然脆弱，中国以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经

济恢复高点或将出现在 2021 年二季度。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较高，劳动力

需求有所修复，CPI 维持弱势，PPI 涨幅扩大，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财政收入

持续恢复，货币运行平稳适度。当前需要关注美国货币政策预期调整的影响、

经济恢复不均衡的态势、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建议加快疫苗接种

进度，促进接触性的服务消费复苏；加大宏观政策对居民部门和需求端的支

持力度，促进经济均衡复苏；以增进重点群体市场适应能力为抓手，持续推

进就业优先政策聚力增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做好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落地工作，充分发挥我国国

内市场巨大引力场作用。

关  键  词   宏观经济；需求侧管理；高质量发展

JEL 分类号  E2，E6，F4

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依然脆弱，多重风险并存

（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国以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

高点或将出现在 2021 年二季度

2021 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国经济维持弱势，欧盟经济

持续低迷，日本经济复苏受阻，一季度或再现负增长。欧盟和日本经济预计

要到 2022 年才能恢复到 2019 年的产出水平（OECD，2021）。主要新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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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疫情控制情况差异较大。由于疫情反弹叠加疫苗接种滞后，印度和巴西经

济的复苏脆弱，俄罗斯经济则可能继续维持萎缩。由于 2020 年一季度中国经

济受疫情冲击最大，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 2020 年二季度受疫情冲击最大，考

虑到基数效应的时点差异，不同于中国经济恢复高点出现在 2021 年一季度，

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高点或将出现在 2021 年二季度。

（二）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逐步恢复，对中国出口将造成双向影响

发达国家有望在 2021 年夏季完成一半以上人口疫苗接种，从而逐步获

得群体免疫而控制住疫情，这将对我国出口造成双向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

经济恢复将对我国出口产生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替代效

应。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刺激政策侧重支持家庭而非企业，不少供应链难以

短期恢复，其刺激方向主要是需求而非生产，而中国更加注重保市场主体。

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其对我国出口的溢出影响将体现为拉动效应强于替代效

应，总体有利于我国出口，但下半年形势则可能发生较大变化。预计 2021

年二季度后美国复苏较为强劲，预期 2021 年 GDP 增速较高，中美经济增速

差可能大幅收窄，我国由疫情率先得到控制呈现的生产和出口高速增长态势

将随之趋于弱化。

（三）大规模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导致全球债务高企，新兴市场金融

风险累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借贷成本降低，全球债务高

企，被 IMF 称为“第四次全球债务浪潮”。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各国开

启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推高了债务水平。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实

际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大肆借债，导致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提升尤为明显，金融

风险正在加速累积，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出现变化，可能面临新的债务危

机。例如，依靠外债助推经济的土耳其已经出现本币暴跌的货币危机，并存在

演变成债务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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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特征

（一）经济增速较高，复苏并不均衡

2021 年一季度我国 GDP 增长 18.3%，创下自 1992 年发布季度 GDP 核算

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但基数效应较为明显，一季度 GDP 两年平均增长 5.0%，

仍低于长期趋势水平（冯明，2020）；且环比增速偏弱，一季度 GDP 环比折

年率 2.4%，而疫情前的 2016—2019 年，一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一般都位于

6% ～ 8% 区间。扣除基数效应后，当前经济仍处于恢复过程中，且恢复进程

很不平衡，以两年平均增速看：生产恢复快于需求，投资恢复快于消费，房

地产投资恢复快于基建和制造业，城镇消费恢复快于农村，工业恢复快于服务

业，上游行业恢复快于下游，大中型企业恢复快于小微企业。扣除基数效应

后，2021 年一季度消费和基建投资两年平均仍较为低迷，制造业投资两年平

均仍在下降，这些指标两年平均增速与长期趋势水平仍有较大偏离。

（二）劳动力需求有所修复，行业分化明显

2021 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超过 2020 年同期。经历疫情冲击

之后，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发生变化，行业分化明显。随着数字经济、平台

经济在疫情期间的“爆发式”发展，与企业需求相契合的劳动力供给明显不

足，尤其是产业数字化方面的人才缺口较大。相比之下，一般操作岗位和体

力密集型服务岗位尽管逐步显示出旺盛需求态势，但求职者之间的竞争也更

加激烈，非熟练劳动力在这些岗位找到符合报酬预期工作的难度加大。工业

领域劳动力需求持续旺盛，尤其是对于具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年轻劳动力，局

部地区呈现明显供不应求趋势，制造业等主要工业领域劳动者入职薪资继

续提高，汽车及其零配件制造、仪器仪表制造、计算机软件等行业劳动力需

求持续放大，行业日均新岗位发布量与 2019 年一季度相当。电商贸易对就

业吸纳贡献较大，但从业者就业形式更加灵活分散，企业需求未显示出明显

增长，就业非正规化程度提高。酒店旅游业劳动力需求仍然处于低位，尽管

2021 年初以来需求攀升态势已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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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PI 维持弱势，PPI 涨幅扩大

当前我国物价形势呈现三方面突出特征。一是 CPI 维持弱势，2021 年一

季度 CPI 与核心 CPI 都与 2020 年同期持平。CPI 疲弱一方面是由于 2020 年一

季度 CPI 基数较高，目前猪肉价格出现周期性回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

济当前仍呈现生产强、消费弱的非对称复苏格局。然而猪瘟近期再度在部分地

区爆发，其对猪肉价格和 CPI 的影响尚须观察。二是受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

PPI 上涨压力较大。2020 年下半年以来，以石油、煤炭、铁矿石、铜、螺纹钢

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出现了一轮较为普遍的价格上涨行情，并逐步推升工业生

产者价格。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产能不足，也通过供应链传导，对下游手机和新

能源汽车等产品造成了涨价压力。三是上游价格上涨开始向中下游传递，会加

大成本推升型通胀压力。总体而言，核心 CPI 增速较低反映了总需求仍然疲

弱，短期内通货膨胀尚未构成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

2021 年一季度，我国货物出口和进口都呈现高增长态势：一般贸易出口

快于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结构更趋优化；对美出口快于对欧盟、日本和东盟

出口；防疫物资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增速出现环比下降，机电产品出口大增，

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受国外疫情影响，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和出境旅

游人次大幅下降，服务贸易逆差显著收窄。此外，由于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

叠加扩大开放因素影响，2021 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累计同比实现较快增

长，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小幅下降。

（五）财政收入持续恢复，财政收支形势仍不乐观

2021 年一季度，受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回升

等带动，我国一般公共预算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继续恢复性增长，但财政收

支形势仍不容乐观。一是财政收入全面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国内增值税和消

费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房产税等税种收入尚未恢复到 2019 年同期

水平。二是债务付息支出增大。2020 年全国财政债务付息支出为 982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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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9 年增长 16.4%，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已上升至 4.0%。预计 2021 年债务

付息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将上升至 4.5% 左右。三是地方财政收入分化严

重，部分基层财政收支困难加剧。从县级财政收入状况来看，除了一些重要工

业区域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我国不少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少，疫情冲

击后，企业效益不佳，亏损面扩大，导致工商税收大幅度下滑，缺乏高质量的

财源，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县级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压力上升，教育支出等

“吃饭财政”的刚性支出对转移支付依赖较大。

（六）货币运行平稳适度，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较高

虽然从 2021 年一季度单季来看，M2 增速和社融增速大幅低于名义经济

增速，但考虑到基期因素，这种缺口具有合理性且有利于货币政策平稳持续和

跨周期调节；从全年来看，预计 M2 增速和社融增速仍将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

匹配。但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依然较高，在实体经济利息负担较重背景下，

我国信用债市场对利率敏感性高于美国，考虑到当前我国存贷款利差偏大、银

行利润总体较高、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总体较低，全社会利息负担占 GDP 比重

偏低，且中美利差较大，LPR 利率具有一定的下调空间。2021 年一季度美国

长端利率上行较快，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造成掣肘，巴西、俄罗斯、土

耳其等国汇率贬值，已开始上调政策利率。中美利差结构虽有所收窄，但仍处

于历史较高水平，因而短期内我国受影响不大。

三、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美国货币政策预期调整加剧中国宏观政策两难局面

2020 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纷纷采取了历史

性的货币财政扩张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空前膨胀，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大幅增加，政府债券大规模增发，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并向全球溢出。随着疫

苗接种和疫情防控的推进，2021 年二季度后发达国家经济有望较快复苏。在

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也可能随之调整。尽管目前美联储官方层面

仍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前瞻指引、拜登政府仍在加码财政刺激计划，但国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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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市场上的预期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一是美国通胀预期明显抬升，二是实际利

率走高，三是前述两者结合共同导致美国长端名义利率快速攀升——十年期美

国国债收益率已由 2020 年 8 月份的 0.5% 升至 1.7% 以上。美国长短利率的较

快爬升已经在 2021 年一季度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造成

了震荡，并对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形成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通

胀和资本外流双重压力，部分新兴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

总体而言，尽管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胀预期上行，但核心通胀仍较为

温和，且基本稳定，未来走势需密切关注。由于 2020 年外资流入我国资本市

场规模较大，可以预见：未来一旦美联储开始实质性地收紧货币政策，届时我

国也将面临一定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政策可

能面临两难选择，需要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审慎把握好平衡：一方面，

既要防止热钱过度流入，同时也要警惕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和汇率跳贬；另一

方面，既要警惕美国刺激政策和通胀预期走强的外溢效应，妥善应对成本输入

型通胀，又要认识到美联储一旦收紧货币政策，我国因核心 CPI 较低、消费总

体低迷、经济恢复尚未到位将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客观现实。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多家国际投行预测 2021 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达

到6%以上，如果这种预测成真，意味着中美经济增速差相比以往将大幅收窄。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政策一方面应视国内疫情恢复和经济复苏周期而适度

退出，避免不必要的宽松，防止杠杆率过快攀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为经济复

苏保持一定的政策助力，扶上马再送一程。

此外，当前尤其应注重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加强对主要发达国家和新

兴市场国家宏观政策的跟踪分析，在有效应对他国政策“外溢效应”的同时，

同向发力，共同推进全球经济复苏（易纲，2021）。

（二）不平衡恢复态势较为明显

疫情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快速下滑，因经济体内部各个部门、行业受到

疫情影响的方向和大小不同，影响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在随后疫情防控和经济

复苏过程中，导致诸多领域恢复不平衡，出现明显分化（蔡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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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恢复不均衡。一是南强北弱格局持续。海南、深圳、广东、上

海、江苏、江西、安徽等南部省市普遍高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二是疫情

早发区域经济增长快于疫情新发区域。2021 年一季度湖北省消费、工业生产

同比增长领先全国，黑龙江和辽宁等地受少数地区新发疫情影响，经济增长慢

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疫情防控一直较好的地区经济增长恢复相对平稳。四

川、甘肃、宁夏等地工业生产受疫情影响较小，2021 年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

长幅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加平稳。

不同企业恢复不均衡。一是大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目前大型企业

PMI 景气指数高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 PMI 景气指数高于小型企业。二是外

贸出口为主的企业恢复快于内销为主的企业。受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影响，生产

订单回流国内带动工业出口，工业出口交货值延续了 2020 年 11 月份以来较快

增长的良好势头，电子、主要装备行业出口增速较快；笔记本电脑、金属集装

箱以及电冰箱、冷柜等家电产品生产均实现较快增长。

居民消费恢复不均衡。一是高端消费恢复快于中低端。大车（如 SUV）、

豪车（如宝马、奔驰、奥迪）恢复快于普通乘用车，中高端服饰和运动服饰恢

复好于普通品牌服装，奢侈品也出现消费人数和金额向高线城市聚集的情况。

偏高端、服务等级高、防疫措施好的消费场所更受青睐。设施高端、品牌酒店

聚集示范效应强的区域在旅游中复苏较好。二是城市消费恢复快于乡村消费，

商品消费恢复快于服务消费，本地消费恢复快于异地消费。从春节黄金周的情

况看，“就地过年”增加了城市本地餐饮、电影、市内游等活动；而跨区域消

费，如客运、异地旅游、农村消费则表现较弱，疫情担忧和交通管制也让更多

人选择周边游而非远途游。

投资恢复不均衡。一是房地产投资恢复快于制造业和基建。房地产投资

基本保持疫情之前的增速，但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仍与长期趋势水

平存在较大偏离。二是高技术产业投资恢复快于传统产业。在高技术制造业

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较

快；在高技术服务业中，检验检测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三

是社会领域投资中卫生、教育投资恢复快于接触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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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2021 年有城镇就业需求的新成长劳动力约为 1400 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

为 909 万人，考虑到目前有就业需求的农民工约为 2.8 亿人，加之退役军人和

拟再就业失业人群等，总量就业压力仍然不低于常年。部分行业生产经营尚未

从疫情冲击中完全恢复，调查显示，接近三成的企业未来半年的招聘预期减弱

或保持不变。航空服务、旅游、住宿、餐饮、家政等接触性行业就业处于不饱

和状态，农民工外出就业意愿继续减弱。疫苗接种进度偏慢，制约了接触性服

务业的生产和经营，成为相关行业就业不充分的主要原因。

生产恢复的行业不同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筛选。数字经济等高技术行业

对技能劳动力需求旺盛，但劳动者整体上的技能结构及水平不能很好适应市场

需求。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传统的用工密集型行业劳动力需求逐步释放，但

企业薪酬预算与求职者保留工资预期之间存在差距，人岗匹配不及时。企业抱

怨招不到合适的人与劳动者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运行

中的真实写照，表明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直播电商、城市配送等相关行

业在 2020 年疫情冲击下强势兴起，推动了实体零售经营方式变革，同时诱使

年轻群体就业心态转变，更加看重即期收入，弱化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可能对

持续稳定就业和改善就业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涨加剧企业技能偏向型用工的倾向，非熟练劳动力就业

机会受到挤压。机器换人以及生产智能化革命，加速了制造业内部优胜劣汰

过程，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受到挤压，而大型现代生产企业更加偏爱技

能型劳动者，不少一线工人岗位在此调整过程中消失，产生就业转换或失业

压力。出于压缩人工成本考虑，部分企业即便在未实质性提升生产技术或优

化作业流程的情况下，也开始采用“二替三”用人法则（支付多于两人但少

于三人的工资，聘用两人完成应由三人完成的工作量）等人工成本节约型用

工方式，以工作强度换取效率提升，侵蚀劳动者生活质量，也或将诱发其他

不稳定因素。服务业就业吸纳功能更加明显，但科技服务、金融、会展、文

创等现代服务业尚未成为就业主要领域，体力密集型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吸纳

能力较强，但劳动生产率较低、不稳定性因素也较多（蔡昉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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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疫苗接种进度，促进接触性的服务消费复苏

为做好科学防控，我国需要加快研发针对变种病毒的新疫苗，提高疫苗

产量。针对易发高发人群和区域，科学布控，遵循应接尽接、能接尽接原则，

显著提高疫苗接种速度。为调动广大民众疫苗接种积极性，可考虑实施疫苗证

照制度。推动全球疫苗认证体系建设，积极推广我国新冠疫苗在其他国家的官

方认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早日开放国界，继续保持国内和国际疫情防

控领域的主动权，促进接触性服务业复苏，增强全球经济恢复的信心。在加快

疫苗接种的基础上，一旦放开疫情防控措施，即使没有额外刺激措施，社会生

产生活特别是接触性的服务消费如航空、旅游、酒店、餐饮和家政等都将明显

反弹。

在疫情影响尚未消除之前，对从事接触性服务业的小微企业要继续给予

减税降费、延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

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健全就业信息发布体系，根据市场需求

变化趋势，做好服务业培训工作。

要健全教育、养老、医疗、育幼等政策体系，促进解决居民消费后顾之

忧，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快补齐农村和城市流通体系短板，加强

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促进产销高效

对接。

对重点耐用消费品，要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地方城市研究适当

放宽汽车购买约束，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

策，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二）加大宏观政策对居民部门和需求端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均衡

复苏

2021 年宏观政策应注重保持平稳（高培勇，2021），不急转弯。一是部分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市场主体恢复元气需要时间，尤其是旅游、住宿、餐饮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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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业以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些市场主体疫情期间关停时间较长，重

新启动仍面临诸多困难，仍需要政策扶危济困（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

中心课题组，2020）。二是尽管宏观数据可能由于基期因素而“好看”，但恢

复很不均衡，居民收入和消费扣除基期因素后仍然乏力。三是美欧等发达国家

仍在实施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从宏观调控跨国协调的角度而言，我国要搞好跨

周期设计，避免过快收紧。

疫情之后我国宏观政策的特点主要是向企业和生产端发力，通过保企业

间接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这种政策取向总体上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需继

续保持；在此同时，2021 年应注重加强对居民部门和需求端的政策支持力度

（谢伏瞻等，2021）。

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疫情期间针对部分市场主体的税费减免、贷款贴

息等救助帮扶政策，到期后可不急于退出，适度延长执行期限，避免因政策到

期造成紧缩影响，但对于经营情况确实无法再适应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不能

简单给企业减税降费，该破产就破产，将财政帮扶对象及时转移到劳动者和低

收入家庭层面，促进财政性资源聚力增效。二是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过

紧日子的大背景下，应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保

证民生类支出，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

持，做到提质增效。三是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运行安全，

统筹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四是推进地方政府城投公司分类分

级治理，做好个别隐性债务风险事件的预警与防范。五是关注债务付息负担加

重、社保账户收支缺口、预算调节基金余额等中长期问题，充分估计困难与挑

战，及早谋划应对方案。

在货币政策方面，整体上，在 2021 年财政政策支持力度边际收缩的情况

下，货币政策应避免紧缩，保持灵活适度。一是保持广义货币增速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

定。二是优化信贷投向，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

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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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计划，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

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三是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

和传导机制，优化存款利率监管，引导 LPR 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释放改革

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较大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切实降低实体

经济利息负担和融资成本。四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通过提高价格弹性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

“风险中性”理念。五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

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做好房地产、信用债市场、中小银行等潜藏的系统性金融

风险防范，畅通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2021 年信用债市场到期偿还压力较

大，应密切关注债市个别违约暴雷事件的冲击，避免风险由点向面扩散。

（三）以增进重点群体市场适应能力为抓手，持续推进就业优先政策

聚力增效

一是把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努力提高就业质量。应持续优化专业设置，提升毕业生群体劳动力供给质量，

加强毕业年级就业辅导。加快推进各级各类国有单位针对应届高校优秀毕业生

的政策性岗位招录安排，围绕乡村振兴和科技兴农，持续拓宽大学生到基层就

业渠道，增强对高校毕业生创业帮扶的针对性。以各类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为

突破口，敦促用人单位消除对“专升本”“非一流”以及第一学历等方面的歧

视。持续加大失业保险覆盖面，积极稳妥推进就业政策从“稳保优先”向机会

均等的制度性就业优先政策回归，为劳动力市场发挥正常筛选功能和人力资源

发挥市场配置作用提供足够空间，防止稳岗保就业政策阻碍大学毕业生等新成

长劳动力群体更高质量的新增就业。

二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优化跨地区劳务协作方式，

大力开展“点对点”“一站式”等输送接收活动，为外出农民工提供更便捷服

务。加快开放农民工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进度，优化大型城市对临工人员、

流动摊位经营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的管理方式，提高外来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更

加重视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务工或创业，结合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加大力度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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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开展农民工技能提升行动，给予返乡创业农民工必要的金融支持。密切关

注农村脱贫的巩固效果，以盘活存量资源为重点，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推进乡村振兴各类项目与脱贫项目有效衔接，防止部分脱贫项目因市场原

因导致就业吸纳能力弱化，确保脱贫家庭劳动力具有充分的就业机会。

（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抢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

发挥政府作用，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李雪松，2021）。

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一是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

产业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

册制，畅通科技型企业国内上市融资渠道，建立严格的常态化退市机制，增强

科创板“硬科技”特色，提升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二是弘扬

企业家精神 ,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完善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

政策。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

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三

是利用市场手段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让人才、成果、机构都“活”起来。

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享

比例，调动科技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活力。

创新周期可能较长，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体制机制上赋予创新

主体稳定的预期 ,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一是显著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

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二是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强化重点

地区的创新引领作用；三是加速推进科研供给侧改革，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五是各地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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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兴产业要防止一拥而上造成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科技突破对

全球创新网络的依赖显著增强 , 我国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过程中 , 需要实施更

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一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显

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不仅有利于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为

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更多原创性贡献。二是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

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鼓励我国企业在海外

广泛建立创新基地，大力开展跨国合作和创新，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三是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战略，尽快把我国打造成全球科

技开放合作的优质平台。健全薪酬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税收优惠等制

度，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构筑集聚国

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五）着力做好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落地工作，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

场巨大引力场作用

一方面，继续推进政府层面的对外开放合作。一是深化双边和区域经济合

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

（CAI）早日签署，积极筹划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二是主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三是稳

步推进中美经贸沟通恢复与经贸合作发展，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气候变化、绿

色发展方面加强双方合作。四是更广泛参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合作，助力提

高全球疫苗产能和供应，共同推进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五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

加重视按照法制化、透明化的国际规则处理国际经贸事务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拓展和改善我国外部开放合作环境。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实施对外高水平开放（谢伏瞻，2020）。一是落实

好已有的存量开放政策，实质性推进已经出台的对外开放措施落地，破除

国内市场隐性壁垒和间接市场准入障碍。二是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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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是服务业负面清单，充分发挥我国国内

市场巨大引力场作用，更多引进外资，加速构建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畅通经济外循环。三是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逐步推动服务业

有序开放，尽快制定和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四是继续加快自由贸

易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建设，发挥其双循环枢纽作用，并促进“一

带一路”与国内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序衔接，加快形成内外循环双向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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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Support on the Demand Side to Promote Economic 
Balanced Recovery
Research Group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situation 

is still fragile, and the economic recovery peak of other major economies other 

than China may appear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is year. In the first quarte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as high, labor demand was restored, CPI remained 

weak, PPI increased,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was optimized, fiscal revenue 

continued to recover, and monetary operation was stable and moderate. At 

presen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expected adjustment 

of US monetary policy, the unbalanced situation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It is suggested to speed up 

the progress of vaccination of COVID-19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contact 

service consumption. We should increase the support of macro policies to 

the residents' departments and the demand side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To enhance the market adaptability of key groups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priority 

policy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lement the opening-up polic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huge attraction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Key words: Macro Economy, Demand Side Manage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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