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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全 宏 观 经 济 治 理 体 系
本报记者 顾 阳

以高水平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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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中

心大厦与东方明珠等构成了壮观城市天际线。

王 冈摄（中经视觉）

图② 4 月 19 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利用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组织植保无人机为全县小麦实

施“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房德华摄（中经视觉）

图③ 5 月 4 日，游客在广西靖西市古龙山峡

谷群风景区漂流。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赵京武摄（中经视觉）

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着重强调“宏观

经济治理”，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

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首次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

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治

理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涵盖范围将比宏观调控更宽更

广。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

理体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陈彦斌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宏观经

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重要创新。基于宏观政

策“三策合一”理论，通过加强结构政策、增长政策与

稳定政策的积极配合，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

理的能力和水平。

理念思路全面创新升级

2024 年 3 月 20 日，全国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交易在浙江安吉签约——产品受让方浙江绿

郡龙山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 3328 万元，获得安吉县

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垓区块水土

保持生态旅游资源 6 年经营权。

青山有“价”，绿水含“金”。随着《生态

保护补偿条例》于 2024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针对生态保护补偿

全面立法的国家，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生态

保护主体吃下了“定心丸”。

不再过度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增加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强调经济

增长的“含金量”“含绿量”⋯⋯这背

后，正是我国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的全

面创新与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宏观调控体系的不断完

善，对保持经济高速

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

变化，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调控方式，不仅在调控

效 率 上 会 出 现 下 滑 ，还 可 能 带 来 一 些 比 较 明 显 的

“副作用”。

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开始发生调整与变化，并

逐步形成了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宏观经济治理思

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短期或

暂时的调控措施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缓解和应急作用，

但要从根本上实现平衡和充分的发展，需要有更加科

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近日撰文表示，“宏观经

济治理”，就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形成的理

论概念和逻辑体系，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

重要成果。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宏观经济治

理”，是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体系——无论是在体系

结构上，还是在政策工具和调控方式上，中国的“宏观

经济治理”这一基本范畴，不仅在概念上区别于西方

的“宏观经济调控”，而且在内涵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宏

观经济政策体系。

陈彦斌认为，从脉络上看，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

经历了 4 个明显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

发生了全面转变；第二阶段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形成了宏观经济治理新思路；第三阶段

是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健全和完善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第四阶段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宏观经济治理思路

全面成型。

统筹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自 2020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完善

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要求之后，“做好宏观

政策跨周期调节”“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

有机结合”等表述，高频出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等诸多重要会议上。

一般而言，在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失衡时，需要

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但若力度过猛则会产生较大负

面效应，形成巨大的政策调控成本，进而降低宏观经

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晓兰

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提出在逆周期

调节的同时引入跨周期调节，目的就在于降低逆周期

调节的成本，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可

持续性，促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为可持续稳

定增长创造政策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重视

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以跨周期调节为补

充，补齐逆周期调节短板，可有效平衡经济增长、金融

风险、经济结构等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为宏观经济

治理预留出足够的政策空间。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束缚经济

发展的很多问题都是长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

问题。事实上，逆周期的总量政策很难实现结构性调

整任务，经济发展有可能出现“市场失灵”。陈彦斌表

示，此时，跨周期调节就是要让短期经济增长在合理

目标区间，宏观经济风险没有过度积累，核心是经济

增长质量和数量的边际改进，继而实现稳增长和防风

险长期均衡。

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实现共同

富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坚定

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正是在宏观领域

对跨周期调节的充分运用。从根本上看，“不追求毕

其功于一役”的跨周期调节举措，不仅是国内宏观经

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也将有力熨平经济波动，确保稳

健的经济基本盘，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

程，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施策，以确保宏观经济

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实践中，从全局

出发、从系统出发，在多重治理目

标 中 寻 求 动 态 平 衡 、实

现相向发力，是宏观

经 济 治 理 的 基 本

方法论。

一段时间以来，宏观政策取向上存在冲突的情

况时有发生。比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宏观政策取向应该是扩大内需，但在不少地方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限购”政策，让促进消费等举措打了

折扣。再如，促进节能降耗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但部

分地方采取“一刀切”措施，“一人感冒全家吃药”的

政策取向，让经营主体无所适从，继而给市场预期带

来了不利影响。

对此，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再次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

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并提出要

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回暖向好，但也面临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的态势，就要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出实招，将政策举

措形成合力，继而转化为有效的经济增长率。

不难看到，随着 2023 年增发 1 万亿元国债，降准

降息、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在今年持续释放，以及项

目审批、要素资源供给等新政策措施的接续出台，宏

观经济领域的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正形成正向叠加，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回升向好。与此同时，各地区各部

门靠前发力、精准发力、协同发力，也谋划出台了更多

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既与宏观政策

形成呼应，又是对其内容的细化实化。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宏观政策的范畴已远不止

货币和财政政策，它还包括科技、就业、改革等多个领

域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

在政策取向上的一致性，不仅涉及财政、货币政策的

协调作用，还包括就业、科技、生态等领域各类政策的

组合发力。专家表示，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

取向一致性评估，目的在于政策同向发力，避免

因政策效果的碎片化导致“合成谬误”。

陈彦斌表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

控的最新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宏观治

理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取向一致

的正向宏观政策有助于改善预期、

提振信心，有助于释放清晰明确

的市场信号，通过出台一揽子宏

观政策组合，形成宏观调控与微

观市场运行的双轮驱动，将更

好地助力高质量发展。

宏观调控是党和国家治理经

济的一种重要方式，科学有效

的宏观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面提升宏

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成为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应该说，宏观经济治理是对宏观调控理念与

思路的重要创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

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宏观调控的

视野也不断拓宽，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系统性得

到进一步提升。但也要看到，宏观经济治理当前

仍是个新事物，未来既需要在理论研究上不断拓

展深化，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总结修正，以形成

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向而行。

与宏观调控不同，宏观经济治理更加强调对

“治理”这个关键词的运用。前者强调政府的相

机抉择和对各类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后者把宏

观经济管理活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规范

化、制度化、法治化举措，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治

理的发展路径逐步明晰，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

成熟。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从去年年底中央财政增发

1 万亿元特别国债中可见一斑。该特别国债瞄准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项

目建设，精准施策、目标明确，既不增加地方偿

还负担，又实现了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可

谓一举多赢。

针对局部地区近年来出现的产能利用率下

滑、重复建设现象抬头等问题，党中央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推动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以及

提质增效等多重目标齐头并进，出台了一揽子跨

周期的政策组合拳。从实际效果看，相关政策举

措不仅有效避免了大规模重复投资以及新一轮低

水平产能过剩的出现，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复杂的局面下驾驭经济

工作的高超智慧和能力担当。

新形势下加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既要注

重调控工具的创新、调控政策的协同配合，也

要善于把改革融入宏观经济职能中。梳理我国

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展历程，从出台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 31 条举措、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到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 20 条措施，再到优化完

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稳妥处置化解房地

产、地方债务、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全面取

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这些举措

着眼于未来，强调因势利导、统筹谋划，又注

重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起来，切实

增强了我国经济应对风险挑战、持续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

实践有力证明，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把我们

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必将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