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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6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23 年经济工作。 

平安观点：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2023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突出两个“更好统筹”—

—疫情防控 vs 经济社会发展、发展 vs安全，在二十大开局起步之年把“稳

增长”放在更突出地位，指明了 2023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码发力、协

调配合的方向。2023 年经济工作可概括为三个抓手：一是，蓄力加力纾困

房地产，激活增强增长动能；二是，市场主体强信心、增活力，“信心比黄

金更重要”；三是，加大产业安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投资，以更强的体质

融入推动经济全球化。在防疫政策优化后，有望通过更大步的改革、更有力

的政策，确保政府、企业、居民、外资各方的信心恢复，抵御外需转弱的挑

战，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1、 对 2022年经济工作的总结主要着眼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和“经济社会

大局稳定”。2022 年中国经济面临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和房地产投资下滑两大

超预期冲击。尽管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货币和财政政策积极应对，

且相继出台了 33 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19 项接续政策，但经济恢复动能

仍然受限，预计全年 GDP 同比增长在 3.0%左右，与全国两会时确定的增

速目标存在一定差距。本次会议从四个方面肯定了 2022年经济工作的成绩：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就业物价基本平稳、粮食能源安全

和民生得到有效保障。这四个方面也将是贯穿二十大之后的重要发展目标。 

2、 对 2023年经济工作的意义定位更高，是二十大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起步之年。会议强调了 2023 年经济工作要做到两个

“更好统筹”：一是，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12 月 7 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提出“新十条”，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除特殊场所外，

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

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这将大大减轻疫情防控对于生产消费

的压制，为稳增长提信心提供重要基础。二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面对

“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阐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文 91 次提及“安全”。本

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以贯之，在产业政策方面新增了安全考量，包括“产业

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意味着，

2023 年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在于，加快 “卡脖子”领域科技创新和粮食、

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补齐短板。此外，本次会议再次强调了“要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这在 2021 年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稿中

并未提及，除了与“安全”要求相契合外，或也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整优

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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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年经济工作将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地位。本次会议强调“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而不是延续六稳、六保的说法，政策目标更加聚焦。相反，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2021、2022 年的部署

都没有提到“稳增长”，这也意味着防疫与经济的天平将偏向于后者。在此目标统领下，2023年宏观政策方面，除了产业政

策上的安全、科技政策上的自立自强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去年是提升效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去年是灵活适度）。需要指出的是，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并不提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键词。今年既然有了关键词

的变更，则意味着财政货币政策加码发力的方向更加明晰。2023 年外围环境最大的变化就是海外经济转弱、美联储加息放

缓并可能进一步转向降息，这也将给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提供更大空间，也提出更多诉求。2023 年广义和狭义财政赤字

的提升、进一步的降准降息，均值得期待。此外，本次会议还强调“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这意味着，一方面，类似 2022 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贴息”等财政与货

币政策协同的政策措施，有望延续和更多推出；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措施也应当作为政策协调配合的组成部分，服务于高质

量发展大局。 

4、202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抓手有两个关键词：信心、内需。一是，大力促进市场主体信心恢复。本次会议提出“大力提振

市场信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和活力”（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

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2022年 PMI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指数、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消费者

信心指数均趋势性下滑，截至 11 月均处历史低位。在疫情防控松绑后，要通过更大步的改革、更有力的政策，确保地方政

府、企业、居民、外资各方的信心恢复，才能在二十大开局起步之年在经济上见到新气象，激发新动能。二是，“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202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在于外需转弱，经济工作的重点势必需要转移到扩大内需上来。通过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作用，促进“十四五”重大项目建设、卡脖子和补短板领域投资、“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有望保持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此外，

本次会议没有提及房地产，意味着 2023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整优化仍将继续，促进房地产销售尽快启动，进而房地产投

资尽快企稳，可能是更重要的政策考量。回顾历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2018、2019 年同样未提房地产，但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都重申了“房住不炒”，事后来看次年的房地产政策都没有出台重大举措；而 2016、2017 年重点放在“长效

机制”构建，2020年强调“平稳健康”发展，都有着更强的加强调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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