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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

发力适当靠前，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

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

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

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要围绕贯彻这些重大政策和

要求，细化实化具体举措，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 2022 年发展的总基调。在

宏观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将今年 GDP 增速预期目标

设定为 5.5% 左右，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潜在增长水

平。现阶段，我国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

经济环境越发复杂，不稳定和不确定性问题日益凸显，

经济平稳运行难度加大。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三重压

力”问题依旧突出，需在“扩需求”“调供给”“稳预期”

基础上，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稳增长、

调结构、推改革，准确把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的内涵要求，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更

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性和有效

性，实现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着

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激发市场活力，首先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企业的关系。一方面政府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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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为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明确政府职

能，尊重经济规律，维护市场公平，提升市场主体信心，

增强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协调互补、发

挥合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预防市场失灵，提

高资源配套效率，实现效用最大化，通过保市场主体，

实现稳就业。另一方面政府要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措施，为企业雪中送炭，助企业焕发生机。用政府紧日

子，换企业好日子，地方政府可进一步扩充小微企业

“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适用范围，疏导金融资源流向

中小微企业，缓解市场主体资金压力，帮助企业减负

纾困，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增强企业抗风险

能力，保居民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

基础上，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内循环驱动双循环更加

高效化运行，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突破供给约

束堵点。预防金融风险“灰犀牛”，抑制房地产泡沫，强

化房子的“居住属性”，淡化房产的“金融属性”，探索

新的发展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另一

方面要完善结构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优化政策

传导路径与效率，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加速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打造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促进三次产

业高水平协同发展，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巩固实体经济根基，提高劳动

生产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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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

随着科技水平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核心技术攻关不断突破，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取

得了巨大成果，形成了近中远结合的科技创新战略规

划布局。为进一步适应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新

要求，需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探索科技发

展新模式，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 ；

强化以人为导向，彰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始终坚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着力发展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激发产

业发展动力 ；深化产学研结合，强化企业、高校、研究

院所协同合作，推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

全面发展，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努力破解“卡脖

子”技术难题 ；拓展国际科技创新领域，增进国际合作

交流，加快建设国际人才中心和科技高地。

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逐步向纵深发展。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低水平、

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趋向为高水平、精细型经济。为

深化改革开放的广度和厚度，充分用好“关键一招”，

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结合地区发展优势，进

一步整合资源，带动地方改革积极性，释放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善于推广

地方改革的成功经验，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稳步防止

资本野蛮生长、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合理区分资本类

别，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引导资本走上正道、发挥积

极作用，使资源调度愈加稳健和高效。

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瓶颈。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呈现“东强西

弱、南快北慢”格局，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需综合考虑各地在资源禀赋、区域条件、发展基础等

方面的差异，针对地区优势和不足，因地制宜，制定更

加科学化、效能化和系统化方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杜绝“一刀切”和“大水漫灌”现象。同时需把握“全国

一盘棋”，加快有效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和产业链集群化，充分发

挥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辐射引领作用，深入推进西

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提升经

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我国已如

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和

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需完善健全返贫动态监

测机制，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乡村

特色优势产业，改进单一的农业经济，助推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持续发力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

发展，在如期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

基础上，逐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全国

统筹配套措施和制度设计，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保基本民生，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

“七大政策”勾勒了当前经济重点，彼此之间协同

联动，汇聚成一个有机发展合力整体，表现为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以宏观稳健为坚实根基，以微观激发、改革

开放为内生动力，以结构畅通、区域协调为优化方式，

以科技落地为创新驱动，以社会政策为关键保障，合力

助推经济稳步增长。贯彻落实“七大政策”，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 ；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执行，健全监管体系，

深化绩效考核 ；必须采取长短结合、轻重并举的政策

战略布局，注重制度建设，着力完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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