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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可持續性，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

政策銜接，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很清楚的，中國大陸當前所謂的經濟運

行合理區間應該是6%（以上）的GDP年增長

率。自2010年第四季中國大陸GDP增長率達

到10.4%之後，經濟增長力道即開始衰退，

2012年之後出現「保八」的政策努力目標，

雖然貨幣政策配合使力，潛在的經濟結構問

題依然止不住經濟長期下滑的趨勢。2015年

以來，中國大陸實施供給側改革，推動「去

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三去一降一補）」政策，以及降低賦稅，

近期中國大陸宏觀經濟政策 
發展軌跡之管窺

後疫情時代，西方先進國家仍持續採取積極的宏觀擴張政策，但中國大陸當局採取

的政策顯得相對保守。主要是中國大陸除了經濟穩定復甦的考量外，還要同時處理人口

紅利消失後的經濟增長乏力問題，同時因應外在政經環境變遷的挑戰。本文從中國大陸

雙循環的發展角度著眼，就當前經濟結構問題與短期經濟波動情勢，解析當前宏觀政策

的變化，並就未來可能的政策發展方向加以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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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慣例，每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

會議，會議承上啟下，一方面針對上半

年經濟發展情況加以檢討與總結，更重要的

是部署下半年重要經濟施政重點及決定下半

年經濟政策方向。

從今年（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公

布的聲明看來，對於上半年7.9%的GDP增長

率大致認可，但面對當前全球疫情仍持續演

變，外部（經濟）環境更趨複雜嚴峻，未來中

國大陸經濟恢復仍然存在「不穩固、不均衡」

的風險。因此，短期的宏觀政策目標是要做好

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