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

2023年，随着疫情影响消退，我国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就是实现宏观经济恢复性增长和微观基础

深度修复，进而重回正常运行轨道。不同于以往经济周期下的经济复苏，此次复苏是疫情这一突发事

件冲击后的复苏，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层次房地产调整下的复苏，是在全球外部环境极为复杂背景

下的复苏，面临着各种潜在风险显化和矛盾集中爆发的严峻形势。

上半年在前期积压需求释放、政策性力量支撑和低基数效应共同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恢复性

增长态势明显。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4.5%，二季度增长 6.3%。值得注意

的是，“宏观热、微观冷”成为上半年我国经济的特征，宏观经济回暖向居民就业和收入传导、向企业

绩效传导、向市场信心传导还存在着明显的时滞和阻碍，经济复苏出现有交易、没利润，有修复和补

偿、没有内生扩张等现象，本轮经济复苏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财政政策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较好发挥了逆周期调控作用。但财政政策积极性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束和土地出让金减少影响，许多项目和规划无法到位，从而产

生收缩效应。广义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之和）增速不到 1%，比过去几

年支出增速都要低，难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来达到扩内需的

目的。7月 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

心、防范风险，不断推动经济运行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

今年后程，财政政策发力需更为积极，财政支出要保持必要的强度，形成稳增长、调结构和控风险的

推动力。

在财政收支紧平衡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不仅要在总量上更加积极，还要关注短期风险、中期结构

性问题和逆周期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需更加注重政策传导至经济的结构和路径。为此建议：一是中

央财政应更加积极，各级财政部门注重提高财政资金质效。地方财政收支承压和防范债务风险双重

要求下需要中央财政更为积极，进一步扩展政策空间，加大对地方支持力度。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快财

政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二是支持方向上重视民营企业和中

小企业生存状况。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影响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力量。应强化对民营企业和中小

企业的救助和刺激，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叠加发力，持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三是发挥财政资

金撬动作用。合理运用财政贴息、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

用，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四是加快专项债发力节奏。地方政

府专项债是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专项债发行进度中性偏慢，后

期需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盘活专项债务结存限额。五是有效防范财政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

严格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加强财政运行监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统筹谋划，严格管理，深挖潜力，

做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确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应对中长期挑战，还需推进系统性改革，

使财政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协同发力，护航经济行稳致远。

成 丹

财政后程发力可期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