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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此次货币政策取向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

向社会释放了稳增长的清晰信号，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和信心，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推动

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此次“适度宽松”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对比 2009 年—2010 年实行的“适度

宽松”，两次虽然定调相同但在内涵上仍有一定差异。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王晋斌看来，当

前的“适度宽松”将更加强调精准性和有效性，融资的

目的是要提高投资效益，因此不会搞“大水漫灌”。“与

此同时，现在面临的货币需求约束条件也在改变。企业、

居民对货币的真实需求会约束货币的供应量和融资规模，

因此政府需要在货币需求上首先发力，再来带动企业和

居民对货币需求的增加。”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表示，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自 2010 年后再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

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政策组合，这在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货币政策方面，未来传导机制的改善应重

视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信贷结构、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

的使用，通过降准降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用好各

类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

的信贷支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强化与财政、

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政策形成合力，满

足合理资金需求，并对高杠杆行为加强监管，确保信贷

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

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虽然 14 年里货币政策基调为

“稳健”，但 2011—2013 年总体上表现为偏紧，强调对

通胀的防范；2014—2019 年回归“稳健中性”，强调不

松不紧；2020—2024 年实质上是偏松，突出了货币政策

的灵活适度和精准有力。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适度宽松”，在全

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校长陈雨

露看来，这是应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

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2023 年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连

续处于 1% 以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增速则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延续下

行，物价水平和投资增速的低位运行反映了有效需求不

足的现实困境。随着 2024 年第四季度以来一揽子增量货

币政策陆续出台，我国 CPI 同比开始温和回升，PPI 同比

降幅逐步收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物价合理回

升、扩大国内需求方面的效用已经逐渐显现。此次货币

政策调整将有助于为 2025 年我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高

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与此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改善社会预

期、提振市场信心的迫切需要。2024 年 9 月，中国人民

银行同步实施降准降息，政策利率下调幅度为近四年最

大。在一系列增量政策的支持下，市场信心持续增强：A

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上证综指成交明显放量；企业和

消费者的预期也明显改善，2024 年 11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实现连续六个月回落之后的首次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比上月也有所上升。一系列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操作

使得经营主体已经逐步形成了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自 2010 年后再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与“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形成政策组合，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