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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疫情的不断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多数呈现负

面发展趋势，今年增速目标扩张性过大。为实现中国的发展

目标，需要应用扩张性需求管理，对政府其他政策目标进行

综合考量，使政府各部门之间可及时应对其他问题，包括疫

情变化、物价变化以及杠杆稳定变化等。2020 年经济发展

形式较为严峻，可能要面临较大的挑战和问题，增强多种因

素下的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对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考

虑中国经济走势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经济发展目

标，开展多样化的管理活动，使工作更加具有实效性 [1]。

2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小康目标建设的影响

2.1  疫情下的经济发展趋势

正确了解疫情的变化情况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前提，可

根据现有的公开性信息以及其他情况下的收集信息做好疫

情走势分析 [2]。在采取防控措施之后，中国的疫情将得到综

合管控，疫情出现超预期严重性，需要半年或是一年以上的

时间才能够被接受和控制。多个专家学者曾判断，疫情可能

会在第二季度调整，使大部分病例得到救治，基本实现全国

性的复工管理，尽可能促使经济状况回归正常。目前疫情出

现，在第一季度的时候经济发展会处于疫情影响中，企业的

开工率较低，导致居民被隔离在家或自愿隔离在家。第二季

度则是疫情从尾声或是彻底结束的过渡期，大多数劳动工人

开始返回城市务工，企业开始复工，居民的生活开始恢复常态。

而第三季度开始，企业则处于完全复工的状态，使企业各项

人员都处于加班加点的状态，企业的高开工率主要是为了弥

补前面季度的损失，使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状态。

2.2  疫情下的供给自然走势

疫情于 2020 年 1 月春节前期爆发，为了避免人口大规

模流动及聚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延迟开工或开学等措

施，降低封闭性措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第一季度的严重疫

情会使企业开工推迟，且初期开工率过低。第二季度疫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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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开工率恢复，企业开始采取加班加点的措施促进企业发

展增速。第三季度企业全面恢复发展，采用加班方式将增速

进行调整，确保企业恢复到正常生产状态，使工业发展处于

正常生产状态，希望产值供给可达到第二产业的 6.5% 增长

速度。在全面小康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将第三行业进行细

化处理，增强不同的产业管控升级，降低不同产业受疫情影

响的程度。基于不同的行业发展模式可知，中国的计算机及

软件业开工呈现出高位运行的状态，受疫情的影响更小，可

利用线上办公的方式进行行业发展的远程协助，助推工作的

持续性运转的同时将多种工作进行通常处理的效率上涨。在

非常时期结束之后，需要将该项工作的消费者弥补状态解

除，使企业的发展尽可能保持正常，使居民的生活恢复正常，

对每一个行业的标准进行综合考量，设定预先的开工日期及

开工率，根据相关的情况做好不同季度内容的测算。

3  经济增长与全面小康发展举措

3.1  重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在经济发展中，要始终坚持转型，重点培育新动力，进

一步对经济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保障年

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第一，需要夯实农业及农村基础，进

一步推进三项战略，加快实施农业“特色”发展，与消费升

级需求相适应，严格地控制农产品加工环节，壮大龙头企业，

使农业综合实力利益及竞争力得到强化。第二，一定要使工

业化发展处于稳定的增长状态，重视“六个新”和“三批”，

在具体工作中使项目的具体要求得到贯彻，不断地扩大投资

拉动的有效性。在行业的基础上逐步对经济进行分析及研

究，采取精确、有效的措施，积极地完成市场的考察，强化

供需关系，保障供应链的连接，设置一流的创新生态、新兴

产业及未来产业集群。第三，重视服务业的具体转型及升级。

营造比较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服务业的稳定增长。要不断地引入并培育全新的消费

平台，创造全新的消费模式和形式，制作新颖的消费品。第四，

一定要持续保护及改善民生。艰苦地进行奋斗，重点抓好人

群就业问题，维护民生底线，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完善化。

3.2  重视安全生产

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使

安全生产中的法人主体以及责任主体得到落实，抓好各个领

域中的具体安全生产工作，为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安全性保

障。要强化预警工作和监测工作，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深入查处隐患，实行重大危险源的实施监测，对于危险化学

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及管理等做好监管，强化森林防火及

城市火灾隐患的具体调查和整改，使煤矿等项目外包、分包

等问题得到解决，坚决遏制重大事故。要对重点行业及重点

领域实施专项整治和专项监督，保障生产的安全性。

3.3  设定合理的增速目标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202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

度约为 6%，是中国政府兑换 GDP 和人均收入发展翻倍的

主要目标。但在疫情影响下，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经济发展目

标，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忧虑的问题。2020 年 2 月，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在加强疫情防控时，需要努力保持自身生产

生活的稳定性与平衡性。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向好趋

势并没有改变，疫情冲击仅仅只是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秩

序及发展情况属于可控状态。对此，需要不断加大政策调节

力度，释放和发挥中国的房地产、计算机等产业的潜力及动

能，以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依旧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

增速目标维持在 6%。按照对相关产业的内容测算，中国的

经济发展需要应用扩张性的政策，但该项政策的负面效应过

大，很有可能会加剧社会资产的通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泡沫

化，使经济发展的总体杠杆率提升。对此，需要设定对应的

经济增长上限和下限，将 CPI 上涨率目标值设定在 4% 左右。

4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自然经济走势及政策应用效果，中国

的经济增速约为 6%，这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全面小康社会目

标，如果坚持高目标，在政策的引导下经济增速会接近目标。

若是政府对其他项目有更多考虑，则更多地考虑疫情处理、

稳物价、稳杠杆等情况。对此，需要应用扩张性的供给管理

政策和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确定 CPI 上涨率，尽可能减少

一些违约风险和债务风险，助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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