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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政治局会议点评 
  
[table_summary] 
◆ 会议总体满意上半年经济恢复和结构调整取得的成绩，长期向好之下正视短期

的困难。本此会议未提“三重压力”，而是指出经济运行面临的“新的困难挑战，

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

复杂严峻”，总体仍处于疫后恢复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波折也是合理的。 

◆ 宏观政策强调精准有力，明确提出“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4 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去年 7 月

政治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对比来看，本次政治局

会议在强调宏观逆周期政策力度的同时，对“精准”有更高的要求。 

◆ 货币政策偏宽，增加对汇率的关注。会议提到“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作用”，后续仍有降准、降息可能，同时也强调要“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预计在汇率压力较大时出台调节措施以增强宏观政

策自主性。 

◆ 财政政策偏稳，关注一揽子化债方案。减税降费、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加

快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均是前期政策的延续。今年部分区域的地方隐性债务化

解压力有所上升，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

化债方案”，随着政府更注重地方隐性债务的系统性化解，预计涵盖财政收入支

持、流动性纾困、促进城投转型、资产盘活等方案有望推出。 

◆ 扩内需的抓手仍是消费、民间投资。会议提出，“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提及的具体消费领域包括“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体育休闲、

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其中前面 3 项在过去一个月均发布了专门的政策文件予

以推进。会议提出“要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近期出台《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表示民企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预计随着配套政策落地，民企信心

有望提振，投资有望改善。 

◆ 房地产方面，会议指出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

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2023 年 7 月邹澜司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

陆续出台的政策存在边际优化空间，金融部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政策研

究”。本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认为

后续或有更多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促需求方面，高能级城市有

望边际放松，存量房贷利率或加快下调；稳供给方面，对头部房地产企业的融

资支持或将加大力度；稳投资方面，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筹建等或将温和

提振投资。 

◆ 市场判断：本次会议延续了高质量发展的基调，在明确了“经济恢复是一个波

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的基础上，宽货币+稳财政的政策组合对偏弱的

基本面的改变可能不会太大，“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这样的表述

或提振市场情绪，关键还是要看后续政策的具体落地。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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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治局会议内容对比 

 2023 年 7 月政治局会议1 2023 年 4 月政治局会议2 2022 年 7 月政治局会议3 

经

济

形

势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厚积薄

发，粮食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

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

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

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

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

过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

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

利，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

缓解，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市场需

求逐步恢复，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

好态势，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

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

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

少困难挑战。 

※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全国

上下付出了艰辛努力，成绩值

得充分肯定。 

※同时，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

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保持战

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 

政

策

基

调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

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

振信心、防范风险，不断推动经济运行

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

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

体活力结合起来，形成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统筹推动经济运

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

化解，乘势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巩固

经济回升向好趋势，着力稳就

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宏

观

政

策 

※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

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加强逆周

期调节和政策储备。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

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 

※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

大需求的合力。 

※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

积极作为。 

※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

社会需求不足。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

项债务限额。 

※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

持，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

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 

扩

大

内

求 

※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

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

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

结合起来。 

※要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

消费，推动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

消费。 

※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 

※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

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

消费。 

※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

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 

※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

社会需求不足。 

※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

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

会发展预期目标。 

※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

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

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

外企敢投。 

 
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93950.htm 
2 https://www.gov.cn/yaowen/2023-04/28/content_5753652.htm 
3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7/28/content_57032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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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

施。要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要增加国际航班，保障中欧班列稳定畅

通。 

产

业

政

策 

※要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

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

支柱产业。 

※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

展。 

※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逆势而上，

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也要顺势而

为，在优势领域做大做强。 

※要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培育

壮大新动能。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

汽车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充电桩、

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 

※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

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 

※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

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

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

投资案例。 

房

地

产

/

防

风

险 

※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

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

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

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

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

产。 

※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

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要加强金融监管，稳步推动高风险中

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统筹做好中小银行、保险和信托机

构改革化险工作。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

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房地

产业发展新模式。在超大特大城市

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平急

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

设保障性住房。 

※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

新增隐性债务。要继续抓好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 

※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

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

保交楼、稳民生。 

※要保持金融市场总体稳定，

妥善化解一些地方村镇银行

风险，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要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站，万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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