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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22 年底逐步放开疫情管控以来，中国经济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回暖，反而陷入低迷甚至出现了通缩的

征兆。面对严峻形势，如何积极应对，既保证中国政治民生大局稳定，又能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保持经济的一定增速，是当

前的紧要课题。论文将试图采用新政策理论予以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Abstract: Since the gradual lifting of the epidemic control at the end of 2022, China’s economy has not recovered as quickly 
as expected, but has fallen into a downturn and even showed signs of defl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situation, how to actively 

respond, not only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people’s livelihood, but also to quickly reverse the 

adverse situation and maintain a certain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the current urgent task. This paper will try to use the new policy 

theory to analyze, and make feasibility suggestions. We hope that the great ship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go steady and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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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形势与新政策的概述
1.1 新形势与新政策的概念

新形势是指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同时在国际背景下面对的一超多强的格

局，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但是地区冲突、贸易保护与

经济全球化并存，也称之为“新常态”。政策的形式表现为

以权威的、标准化的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

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

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1.2 国际和周边地区形势方面
根据联合国近日发布的《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受多重危机交汇的影响，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且存在不

确定性。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 1.9%，成为数十年

来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2022 年，一系列相互影响的严重

冲击，包括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

通胀飙升、债务收紧以及气候紧急状况等，导致世界经济遭

受重创。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全球

其他经济体由此受到多重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2023 年

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从 2022 年估计的 3.0% 下降至 1.9%。

2024 年，由于部分不利因素将开始减弱，预计全球经济增

速将适度回升至 2.7%。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货

币持续紧缩的速度和顺序、俄乌冲突的进程和后果以及供应

链进一步中断的可能性。2023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

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4%，毫无疑问，该地区

增长加快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改善 [1]。

不过，东亚地区的经济复苏仍显脆弱。在受抑制的需求

不断减弱、生活成本日益上涨以及来自欧美的出口需求走弱

等因素的影响下，该地区的许多经济体（除中国外）正在失

去增长动力。旨在抑制通胀压力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

不断加剧的财政问题预计将对私人消费和投资带来压力。此

外，受全球货币紧缩、财政脆弱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

预计南亚地区的 GDP 增长率将放缓至 4.8%，印度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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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将下降至 5.8%。在西亚，由于外部条件恶化，预计平

均增长率将从 2022 年的 6.4% 降至 2023 年的 3.5%。

1.3 中国形势方面
2022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3%，低于此前的预期值。

2023 年，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4.8%。随着 2022

年底疫情形势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 7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上半年，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生产供给持续增加，就

业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

好。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生产总值 593034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5%，比一季度加快 1.0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0416 亿元，同比增长 3.7%；

第二产业增加值 230682 亿元，增长 4.3%；第三产业增加值

331937 亿元，增长 6.4%。分季度看，一季度中国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4.5%，二季度增长 6.3%。从环比看，二季度中国

生产总值增长 0.8%。

2 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原因
目前的经济困境是叠加了中国和全球两个发展趋势的共

同低谷。全球长期来看处于经济下行期，这是技术发展和资

本主义贫富差距共同决定的。在这个根本原因之下，因为中

国显示出独特的政治制度下的对抗实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世界加速了自身阵营的形成并与中国脱钩，试图在更小范围

的自由经济圈内重新积蓄经济动力，解决内部经济矛盾，维

持自由经济秩序。而中国因为被脱钩，失去了部分市场和技

术来源，经济链条的前后端都受到一定损失。技术和生产能

力尚未迈入高端，“三驾马车”中的外贸仅剩少部分国外市

场，中国市场尚不能撑起庞大的产能。所以，中国不仅受到

和全球一样的技术和经济下行周期影响，而且被脱钩，无法

在国际上抱团取暖，只能主要依赖内循环。然而，我们自己

内部累积的矛盾也逐步凸显，技术缺乏原创性。经济结构较

为依赖房地产和土地财政，但现在不仅无法支持，反而成为

风险高发区域。疫情更是加速和凸显了这一过程。人口生育

率降低、老龄化外加人口减少，更加让财政压力巨大、消费

萎缩。以上归纳总结为四大中国长期原因 + 两大内部影响

因素 + 五大外部原因，具体如下：

内部长期原因之一是人口老化和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

长期来看生育率降低是正常趋势，但中国的生育率低还受到

贫富差距、教育压力的影响。

内部长期原因之二是贫富差距扩大，一部分人缺乏足够

保障和收入，消费能力较低。前期主要靠房地产和政府投资

在拉动消费和生产，个人消费始终没起来。

内部长期原因之三是经济改革一直未保障足够的自由度

和法治程度。导致自身内循环不畅，广大的中国经济未充分

激活。

内部长期原因之四是技术缺乏创新。不仅指市场经济部

门，也包括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高校，技术原始创新没有

被激发，一直靠模仿和追赶。

内部的影响因素之一，房地产泡沫是经济下行的表现之

一，但会继续恶化经济下行趋势，造成一些个人和公司破产。

内部的影响因素之二，新冠疫情是一个偶然中含着必然

的外加因素，让经济颓势提前显现。

外部原因之一是出口下降。美国的脱钩导致中国与美欧

及其盟友的经济联系变弱，中国的外部市场骤然缩小。

外部原因之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经济自由化，

但经济的利润分配极为不均，导致资本家集团与普通大众贫

富差距越来越大。又因为自由政治制度，普通大众的反对声

音越来越强，影响了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发达国家（主要

是美国）将中国作为替罪羊，迎合国内民众情绪，出现了逆

全球化、脱钩和两大阵营的逐渐形成。

外部原因之三是随着中国强大，中国模式越来越明显地

与自由资本主义秩序格格不入。中国借助自由资本主义全球

化而壮大，但是强大之后，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者。而且中

国越强大，越表现出对现有资本主义自由秩序挑战的苗头。

这对西方阵营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又因为外部

原因第二点贫富差距拉大，所以美国借机要逼迫中国“退群”

（自由经济阵营）。

外部原因之四是由于外部原因第二点，本身全球就在一

个经济下行周期，表现为新技术还有待成熟，市场缺乏消费

亮点。

外部原因之五是俄乌冲突作为外部偶然因素被美国利

用，用于脱钩和阵营划分，加速了逆全球化和自身“盟友圈”

的形成，也加大了对中国的退群压力。

3 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现阶段主要表现为：

①中美脱钩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金融方面，美国

维持加息政策，而中国连续降息，加之俄乌战争资本使国际

避险资金加速流向美国的趋势十分明显；贸易方面，美对中

国高技术的制裁使美对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

②俄乌冲突或使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 1%。由于欧

洲在能源和食品供应方面更加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欧洲将

感受到最大的痛苦，冲突对欧元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高达 

1.4%，而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约为 0.9%。根据中美俄欧的贸

易关系看，中美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均较为有限，但是与欧盟

的贸易额比较接近。如果美国都有 0.9% 的负面经济影响，

中国也不会相差太大。尤其是俄罗斯掌握欧盟的能源命脉，

德国近三成能源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如果出现天然气断供的

情况，欧洲经济可能因为能源配给限制而陷入衰退，这对中

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都是不小的冲击。俄乌冲突对通货膨胀的

影响大概率偏向上行。“断气”后，欧盟需要抢购其他能源，

造成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中国难以独善其身。而且，

欧央行都要步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多少会受

一些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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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性，它通过直接政策干预措施重

新分配公共支出并重新确定优先事项，从而创造就业机会，

重振经济增长。为实现该目标，必须加强社会保护制度，确

保通过精准的临时补贴、现金转移、公用设施收费折扣及减

少消费税或关税提供持续支助。对教育、卫生、数字基础设

施、新技术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性公共投资可以

带来巨大的社会回报，加快生产力增长，并增强对经济、社

会和环境冲击的抵御能力。

①缩小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提高生活水平，切实

解决生育率较低问题。

②落实依法治理，减少行政干预，建立法治基础上的统

一大市场，促进资源配置的有序流动，尽力消除行业准入的

“无形玻璃”。

③通过优化信贷政策、取消限购限价规定等手段，因城

施策的稳定房地产市场，政府主导，强力推进保交楼稳民心，

妥善化解房地产风险。

④继续延续减税降费、“放管服”改革等措施，为企业

减轻负担、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⑤一方面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配套新基建等促进中国

汽车消费，一方面全力支持相关车企扩大出口，抢占国际市

场份额。

⑥综合施策，深化教育医疗社保等的改革，一方面重拳

反腐，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加大财政投入，切实减

轻人民负担。

⑦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在坚持全球化不动摇的情况下，

按照统一规划、政府协调、企业主导、团队争先的原则，瞄

盯人工智能、芯片、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常温超导等世界

科技先进水平，组织攻关，保证产业链有备无患。

⑧持续推进金融反腐、完善金控监管、突出中小银行改

革化险，平稳化解房地产领域金融风险、推动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建设，特别是证券市场的规范化等。

⑨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总量

压力依然巨大，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至关重要，2023 年《政

府工作报告》确定了“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城镇

调查失业率5.5%左右”的目标，稳就业的重难点在于稳青年，

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是重中之重民生问题，事

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

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3]。

5 结语
目前政策层保持定力，强调以改革促发展，以开发促创

新。中国经济的困难是暂时，中国经济的韧劲十足，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国际国内

风云如何变幻，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迎难而上，久久为功，必能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

下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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