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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2 日 

《宏观政策评价报告 2018》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 

中心首席专家出席并发布重要讲话 

1 月 8 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下简称“中心”）协办的中国宏观经济

论坛《宏观政策评价报告 2018》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中心理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

所长高培勇等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发布会。 

《宏观政策评价报告》在“大宏观”视角下，结合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国情，

从“指标前瞻性设定合理性”、“政策整体效果”、“政策力度与传导效率”、“政策

空间”、“预期管理”和“政策协调性”等六大方面对中国宏观政策进行系统全面

的年度评价。报告包括主报告和六个分报告，共计八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大

宏观”课题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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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环节，刘伟发表了重要致辞。首先，刘伟在致辞中对《宏观政策评价

报告 2018》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宏观政策评价报告》是目前国内唯一一

份系统评价宏观政策的研究报告。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报告既以宏观经

济理论为基础，又结合了中国经济的自身特点，而且通过构建评价宏观政策的指

标体系，实现了从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的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该

报告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宏观政策理论体系，而且有助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

式。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通

过对宏观政策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将有助于发现宏观调控有待改进之处，从而

使得宏观调控更好地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最后，刘伟表示，《宏观政策评价报告》紧密地将中国人民大学学科优势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坚持的立足于中国

实际、抓真问题的研究风格。本次发布会也为中国人民大学与宏观政策领域的专

家学者搭建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将有助于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尤其是理论经

济学学科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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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宏观”课题组发布了《宏观政策评价报告 2018》。报告从六个

方面对 2017 年中国的宏观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评价。 

第一，指标前瞻性设定的合理性方面，报告认为 2017 年将 GDP 增速目标设

定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实质上延续了区间管理的思路，

而且区间的设定较为合理。CPI 涨幅目标设定在“3%左右”较为合理，符合经济

运行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保持政策目标连贯性。财政赤字率目标在积极财政政

策的定位下，继续设定在 3%有其必要性。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12%左右”的

目标增速符合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定位。 

第二，政策整体效果方面，报告主要分析了宏观政策所追求的经济与金融“双

稳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就经济稳定而言，2017 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GDP 增

速预计 7 年来首次止跌回升，但是当前经济的企稳回升势头不够稳固。就金融稳

定而言，2017 年中国金融“防风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外汇风险、市场流动

性风险、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明显下降。不过，中国仍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

与隐患。房地产泡沫尚未得到妥善缓解，尤其是部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泡沫风

险有所加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然较大，尤其是地方政府

债务隐性化问题较为严重。 

第三，政策力度与传导效率方面，报告认为 2017 年财政政策力度较大但货

币政策力度不足，而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依旧不高。货币政策力度

不足主要表现在 2017 年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双双低于“12%左右”的目

标值。同时，实际利率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不小的情况下显著上升，也反映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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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力度的不足。货币政策效率不高则表现在货币政策未能有效地通过利率机

制和信贷机制服务于实体经济。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偏低表现为，积极财政政策

未能有效实现拉动投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的目标。 

第四，政策空间方面，报告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前还拥有一定

可操作空间。就货币政策而言，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无论是利率还是存

款准备金率均具有一定空间。报告专门强调，尽管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步

入加息通道，但是中国不应该被动加息，而应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这个

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加息并不会明显挤压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就财政政策而言，

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外债占比很低，这为财政政策预留了空间。但是，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仍在不断增加而且形式更加隐蔽，同时人口老龄化不断推进带

来更重的财政负担，未来财政政策的空间将会收窄。 

第五，预期管理方面，报告认为 2017 年中国的预期管理状况有所改善，但仍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央行有必要对 2017 年 M2 增速大幅低于目标值的原因

及其未来走势进行更加清晰的解释，从而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再如，央行对于

公开市场利率上行的解释没有很好地引导市场预期，依旧有不少观点将其解读为

加息操作。此外，货币政策目标信息、经济信息、决策信息和工具信息的透明度

仍然不高，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六，政策协调性方面，报告认为单一政策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

稳定”目标，因此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汇率政策等政策之

间加强协调与配合。不过，2017 年中国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工作还不够到位。

一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不够充分，从而导致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较为明

显。二是，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效果欠佳，过多地关注金融风险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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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其“稳增长”的职能，由此宏观政策在经济稳定方面的效果欠佳。三是，汇

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仍需改进，否则长期而言会限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和有效性。 

最后，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下创新与完善宏观调控的整体思路。一是，强化货

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且加快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

的转变，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同时着力降低宏

观税负，更好地带动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

此外，还要严防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以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三是，完

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快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构建，从

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四是，加强预期管理。央行需要更加注

重前瞻性指引，增加对货币政策操作的事后解释，并且着重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五是，健全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尤其要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从而兼顾“双稳定”目标。报告发布之后，与会嘉宾围

绕《宏观政策评价报告 2018》的理论价值与政策意义等方面发表了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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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高培勇对《宏观政策评价报告 2018》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宏

观政策评价报告》具有两点重要作用。一是“考评卷”作用，评价报告紧密围绕

宏观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实施效果展开分析，着重分析了宏观政策目标设定是否

合理、实际执行中是否有所偏离等重要问题。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形势分

析与宏观政策研究报告明显不同，具有开创性贡献。二是“路线图”作用，《宏观

政策评价报告》通过对过去一年宏观政策实施效果的全面评价，能够发现宏观政

策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从而引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也是经济学界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 

 

 

 

 

报：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教育部“2011 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教育部社科司、南开大学党委、中心各协同单位 

  送：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战略发展部、社科处，各专业学院、研究单位， 

      中心各团队首席专家、研究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