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央政治局会议七大关注点 

联合资信  研究中心 

2023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下半年经济工作。本次会议是近几年同期召开时间最早的一次，总体基调更加积极、

略超预期。本文梳理了本次政治局会议的七大关注点。 

关注点 1：经济形势判断更趋审慎，首提“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会议认为上半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但措辞相比 4 月政治局会议的“经济增长好于预期”，更趋审慎。在肯定上半年成

绩的同时，会议也直面困难和挑战，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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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会议首次提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说明在当局看来，当前我国经济复苏动能有所减弱，更多的是经济修复进程中的暂

时波动而非趋势。从中长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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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点 2：宏观政策总体偏积极，要求“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 

宏观政策总基调偏积极，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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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这是 2020 年

以来政治局会议层面首次重提“逆周期调节”，意味着政策将进一步加力。但与此

同时，会议明确要求“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延续“积极”立场，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发力：一是“延续、优化、完

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二是“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更好发挥

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三是“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货币政策延续“稳健”立场，强调“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

总量政策工具方面，降准、降息都有操作空间，用以配合专项债加速发行和支持房

地产市场；结构性政策工具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同时，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兼顾内外部均衡。 

关注点 3：房地产市场表述超预期 

一是未提及“房住不炒”。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房住不炒”的隐性约束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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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或将继续存在，需结合房地产市场后续复苏情况以及进一步的政策指引加以判

断。 

二是首次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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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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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政策调整值得期待：其一，

除个别核心城市外，在全国范围内取消限购、限售、限贷、限价“四限”政策；其

二，对二套房“认房又认贷”、首付比例偏高等进行调整优化。 

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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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国常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在

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政策细则有望加速推出。 

关注点 4：首提“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上一次在政治局会议层面提及资本市场是 2022 年 4 月，当时的表述为“保持

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相比之下本次会议的表述更加积极。7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国

证监会召开 2023 年系统年中工作座谈会，指出将从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等方

面综合施策，协同发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在资本市场领域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近期，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举措已经陆续落地。7 月 8 日，证监会发布了公募

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引导公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他行业机构合理调降基金

费率。7 月 9 日，证监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突出私募基金行业

差异化监管，更好发挥其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作用。7 月 14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 年本，征求意见稿）》，在金

融服务业中，拟将信用评级服务列入鼓励类目录，更好发挥信用评级机构作用，助

力资本市场发展。当前，证监会正在研究制定《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行动方案》，

旨在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功能和吸引力，预计很快就会出台。 

关注点 5：首提“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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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年 4 月份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严控新增隐性债务”相比，本次会议更加务实。 

关于一揽子化债方案，在顶层设计方面，或将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进行调整，提升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在操作层面，或将由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协调配合，采取限额内发行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债、债务重组/

展期、推动城投平台有序转型、推出新一轮置换债等多种方式，化解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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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点 6：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会议延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的精神，明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

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强调“要坚决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要建立健全与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鼓励企业

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创造市场”。 

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均至关重要。预计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政策细则将很快推出。 

关注点 7：首提“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内需不足，而要扩大内需，就要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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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年上半年，

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不稳则收入不稳，扩大消费

就会失去根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会议明确提出“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

考虑”，通过稳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进而扩大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