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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价 稳 住 就 能 为 我 们 宏 观

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我们有一亿

六千万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预

期由弱转强，就为明年中国经济发

展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姚景

源说。

今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闭幕会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

总理表示：“今年确定 5.5% 左右的

经济增长目标是雄心勃勃的。” “实

现 5.5% 左右的增长，实质上是在高

水平上的稳中有进。”李克强还说：

“如果说我国今年采取的应对举措

是短期的，也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的，绝不预支未来，是可持续的。”

事实上，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

政策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工业生产和投资

消费增长加快，进出口增势良好，就

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质量发展稳步

推进，积极变化明显增多。

当然，明年中国经济仍面临着

前行路上的诸多可能的障碍，比如

疫情再度大幅反弹对经济社会活动

造成剧烈冲击；房地产风险仍未根

本化解；中小金融机构、股债汇等

金融风险积聚；财政收支矛盾、城

投债务等财政风险上升；海外经济

衰退、俄乌等地缘政治冲突、新兴

市场经济体债务危机等外部冲击转

化为内部压力等。

对于人口超 14 亿、经济总量居

全球前列的中国来说，困难和挑战

一定不会少，信心和实干更是“一

个都不能少”。事实一次次证明，

办法总比困难多，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即使面对诸多困难，中国经济

依然不缺“春意”和“暖意”。

联盟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7 月发布的《世

界经济展望》，预计 2022 年世界消

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8.3%，发达经济

体为 6.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更高达 9.3%，仍将持续攀升。

面对通胀攀升，以美联储为首，

各国央行迅速并大幅地收紧货币政

策。美联储今年截至 9 月已连续加息

5 次，共计 300 个基点，加至 3.0%—

3.25% 的高位，同时资产购买转为卖

出。在此轮复苏受阻过程中，大部分

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更多

和更大的阻力。除了防疫能力和政策

支持继续较弱外，这些经济体受俄乌

冲突造成的粮食和能源供应受阻和价

格上升的打击更大，而美元大幅加息

更导致其国内资本外流，迫使其更快

地加息，从而重挫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报告预测，2022 年全球 GDP

将增长3.2%，比年初时的预测下调1.2

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分别为 2.4% 和

3.7%。10 月 3 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

布的《2022 贸易与发展报告》，预测

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2.5%，2023

年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 2.2%。

在 10 月 15 日举行的党的二十

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孙业

礼表示，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发展

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好水平，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

器和动力源。

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一直超过 1/3，面对目前这

样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中国经济的

发展前景不仅关系到全国亿万百姓的

福祉，也牵动着全球的目光。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前

不久在高盛 2023 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媒体交流会上预测，2022 年中国经

济增速为 3.0%，2023 年提高至 4.5%，

消费以外的因素都呈现下行趋势，

出口增速或由正转负、基建投资增

速放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仍可能为负。在这种环境下，中国

增长将更加依赖消费的修复反弹。

在 11 月 24 日举行的 2022 第三

届中国资产管理武夷峰会上，著名

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

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新闻

发言人姚景源表示，我国今年经济

增速呈现清晰“V”形走势，成就来

之不易，但经济企稳的基础还不牢

固，未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稳住

经济大盘上，放到“稳住就业、稳

住物价、稳住市场主体”这三件事上。

他提出，首先应关注就业，就

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就有收入，

才能拉动消费。其次要稳住物价，

因为物价事关千家万户。此外，还

应注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其预

期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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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一次次证明，办法总比困难多，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即
使面对诸多困难，中国经济依然不缺“春意”和“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