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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

的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

化道路的根本区别，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要求。中国特色宏

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破了西方宏观调控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

色宏观调控助推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推进奠定了历史基础。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高质

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不断地进行创新与完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

推进提供宏观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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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历史基

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从贫困落

后的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中国 GDP总量

已突破 120万亿元。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

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宏观

调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得更为充分。

在短期内，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调控方式较为灵活，具备更强大

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有效地保证了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平稳运行。西

方国家宏观政策实践主要是遵循单一规则，较少进行相机调控。其优

势在于可以提高政策透明度与预期管理能力，但弊端在于难以对经济

波动及时作出反应。相比之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更加强调相机调控，

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调控目标、调控工具与调控力度。例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稳物

价”；危机爆发之后，首要目标迅速调整为“保增长”，政策力度随

之显著增加，较好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提出将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协同性。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更加完

善，既兼顾了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又能够有效对宏观经济进行预调微

调，从而使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导向，

所以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确保长期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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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宏观政策实践主要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指导，仅聚焦实现短期内

的产出稳定与通胀稳定，而不聚焦于长期经济增长。这导致西方国家

的宏观政策往往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面对短

期产出下滑与长期增长疲软相叠加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行之有效的对

策。相比之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将短期稳定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有

机结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调节是在“五年规划”“‘三步走’战略”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这

就使得宏观调控能充分兼顾长期经济增长的需要，“寓改革于调控之

中”，在调控中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优化，从

而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内在动力，为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宏观政策保

障

为了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推动高质量发

展也是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2020年发布的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加快

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

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去年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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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

措，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充分体现了

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能够为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健全科学的宏

观政策保障。从调控范围来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仅关注对短期总

需求的调节，而且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

新举措。这一新举措既能持续推进增长动力转换，为经济增长注入新

动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又能优化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从而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从调控思路来看，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

新思路，在长期和短期目标中实现动态平衡。与单一的逆周期调节思

路相比，跨周期调节思路的补充有助于避免政策“急转弯”对经济发

展和居民福利造成的不利影响，保障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稳定性、可

持续性。从调控工具来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地构建起了“货币

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

与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增强经济运行稳定性。同时，中国也加强

了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等政策工具的运用，

更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要以“三策合一”为主要任

务不断创新与完善

尽管近年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与完善，但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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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局限，突出体现在调控目标较为宽泛、调控工具有待完善、政

策协调有待加强、政策效率有待提高等方面。未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要以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这三大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为

主要任务进行完善与创新，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

精简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聚焦于稳定、增长、结构三类最主要的

宏观政策目标。宏观政策理论表明，宏观政策目标不应过多，否则目

标之间的重叠或冲突将会显著降低宏观调控效率。最优的目标体系应

只含有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三大类目标。未来中国宏观调

控目标体系需要精简优化，更进一步聚焦于稳定、增长、结构三类主

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完善宏观调控工具，丰富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工具箱，每一项宏

观调控目标都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经济结构目标、经济增

长目标分别需要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来实现。近年来，中国积极地进

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优化经济结构与促进长期经

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当前医疗、教育等领域高质量民生产品供给不

足，以及部分高效率企业活力较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表明相应领域

的政策工具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中国需要更加丰富结构政策和增长

政策工具箱，聚焦于应对相应领域的重点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优化

经济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

改善宏观政策协调，加强各部门调控工具、调控力度、调控时机

的协调配合。中国目前宏观政策协调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多个调控

部门往往同时出台政策来应对某一经济现象。这些政策有可能相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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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或者相互冲突，导致宏观调控事倍功半。未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的

关键在于调控部门之间要充分沟通，并充分考虑各部门政策之间的相

互影响关系。如此，才能准确地设计各自的调控工具、调控力度和调

控时机，事半功倍地实现调控目标。

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大力疏通稳定政策的传导渠道。近几年中国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操作，但仍未能明显改善居民

消费和民间投资偏弱的问题，反映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

偏低。究其原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抑制了居

民消费和民间投资意愿，微观主体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转弱”则进

一步削弱了消费和投资动力。未来要充分发挥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

作用，改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的问题，从而打通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由此才能真正提高稳定政策调控效率。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

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

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zkcg/zcjb/index.htm


	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