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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二
十大后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
结了今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内外
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了 2023年经济工作。中
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接受新华社等媒体记者
提问，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明年我国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

问：如何看待明年我国经济走势？
答：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

挑战。从国际看，乌克兰危机延宕发酵，全球
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
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可能面
临滞胀局面；从国内看，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
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仍然较大，经济社会风险点增多。

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资源要素
条件可支撑。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
可能明显下滑，而我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
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一是优化疫情
防控措施将给经济恢复带来重大积极影响，
预计明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社会生产生活
秩序会加快恢复，经济活力加速释放。二是
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今年已经出
台实施的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结构优化政策，
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政策效应将在
明年持续显现。明年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陆续
出台新政策、新措施。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
向发力，将积极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三是基
数效应。今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客观上造
成今年经济基数相对较低，明年只要经济恢
复正常增长，基数效应将对明年经济数据形
成一定支撑。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和风雨如晦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条
件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但这
不是“天上掉馅饼”，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各
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

问：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哪些方面发
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答：明年的宏观政策框架可概括为五大
政策加六个统筹。

五大政策就是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
会政策。对财政政策的要求是加力提效，明
年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提高政
策效能，更好发挥财政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
作用。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精准有力，货币
政策力度要够，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
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
济增速基本匹配。投向结构要精准，尤其要
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
总的看，财政加力、货币有力，就是要确保社
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支撑，从而使得社会总供
求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和质量上取得平衡，
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当然，产业、科技、社会
政策都非常重要，要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形成“1＋1＞2”的效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
合力。

六个统筹具有很强的年度针对性和问题
导向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两难
多难问题，要在多重约束下求得最优解，必须
强化系统观念、守正创新。其中关于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党中央决
定优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实施，预计经济
秩序和社会秩序会加快恢复，这将释放出巨
大的活力，促进经济循环起来、运转起来，加
快向潜在增长速度靠拢。

问：随着优化防疫二十条、新十条落地，
各地感染数量在不断上升，如何应对感染数
量增多对经济的负面冲击？

答：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我们用三
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效应对了全球五波疫
情冲击，有效处置了国内 100多起聚集性疫
情，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
护。过去三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4.5％左右，
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抗疫和发展的成绩
有目共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过去，在重症率、致死率高的情况下，我
们严格防疫是必要的、正确的、负责任的。当

前，病毒传染性强，但重症率、致死率显著降
低，疫情防控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而且我们
利用这几年时间加强疫苗和药物研发应用，
提高疫苗接种和医疗保障水平。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审时度势，科学优化防疫措施也是必
要的、正确的、负责任的，都体现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按照党中央
部署，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
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
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平稳转段既是对公
共卫生提出要求，也是对经济运行提出要
求。实现平稳转段必须做好过渡期管理。为
应对短期内感染数量增多造成的冲击扰动，
当前关键是做好三件事：一是更好保障群众
的就医用药，不出现大范围的医疗资源挤
兑。二是保障产业稳定运行，产业链供应链
关键环节不能中断。三是要做好药品、重要
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不能出现断供或价格
大幅上涨。总之，困难是现实的、暂时的、难
免的，要精心做好过渡期管理，曙光就在前
面。

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

问：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强需
求侧管理，找到二者结合点？

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
的主线。同时，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实现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都是为了经济长
期稳定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
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经济全要
素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潜力。当前形势下，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应该有利于扩大
总需求，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同
时，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应该有利于提升供
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从而实现高水
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

当前经济工作中有很多领域，都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结合点，既能够
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扩大当
期需求。比如，我们迫切需要加快产业体系
优化升级，这就需要加大制造业研发和技术
改造的投资力度，加大新领域新赛道的投
入。这些投入既是当期需求，未来产生高质
量供给后，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就是典型成功案
例。再如，今年不少南方省份由于干旱高热
出现缺电现象，而在东北、华北、西北一些地
方又有大量风电光电无法消纳，加大在电源
布局、跨区域电力输送、智能电网等方面投
入，既扩大当期需求，又提高能源体系效率，
为未来的需求增长和能源转型创造条件。
可以说，经济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空
白点，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结合点。只要我
们创造有利的体制机制环境，采取适当的政
策引导，就能够使这些结合点变成经济的增
长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问：当前，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如
何有效稳定消费增长？

答：针对这几年受疫情影响，老百姓收入
增长放缓、预期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存
钱避险倾向上升的情况，要把恢复和扩大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采取强有力措施，增强消费
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增加消费场景，使消费
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
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
居民的消费能力。适当增加消费信贷。落实
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
强的产业和企业，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
上涨给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针对住房、汽车、服务性消费等领域存在
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要完善消费政策，支持住
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
化体育服务等消费。如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实施免征车辆购置税
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
转变；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加
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等。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振市场信心

问：当前不少企业感到信心不足，如何提
振市场信心？如何为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微企
业创造更良好、更安心的发展环境？

答：当前，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较多，发展预期偏弱，信心不足。会议
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
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我国是否还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有各种不正确的议论，给社会信心和发
展前景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对此，中央坚决
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始终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

一方面，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
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比如，
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防
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
纷。要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
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要完善公平竞
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民营企
业开辟更多空间。国企、民企、外企都要依法
依规经营。

另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要大力宣传
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就业、财政税收、
科技、创新等具有的重要作用。比如，民营经
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重要特征，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
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21年，民
营经济税收贡献已达 59.6％，民营企业占市
场主体96％，比重进一步提高。可以说，民营
经济已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创新、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

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
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加强中小微企
业管理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谋划新一轮全面
深化改革。要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
守契约精神，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让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增强长远发
展的信心。

问：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如何进一步做好
稳就业工作？

答：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畅通经济循环
的重要支撑和关键环节。近几年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难度加大，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有所上升，这将会是今后
一段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会议部署，
明年要突出抓好稳就业工作。

一方面，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一揽子政
策。财税、金融、投资、产业等政策实施都要
坚持就业优先导向，疫情期间实施的减税降
费政策该延长的就延长，该优化的就优化。
另一方面，要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和
企业。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放宽准入、优化政策，加快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支持量大面广的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通过加强劳
动者权益保护等政策支持灵活就业发展。此
外，明年高校毕业生将超过1150万人，再创历
史新高，要重点做好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要加强就业培训，着力改善劳动
者素质，提高就业人员与产业结构适配度。

总之，要让产业优化升级中产生的各类
就业机会充分释放出来，要让更多市场主体
和新就业形态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能够
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
的就业带动能力。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更大力度
吸引和利用外资

问：疫情加速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提
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答：近几年，受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
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保持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遇到很大挑战。这次会议对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部
署。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练好内功、站稳脚

跟。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关键是要
以守正创新方式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拥有世
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
场，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是全球制造业的
重要枢纽。这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坚强保
障和最大底气。我们要坚守实体经济特别是
制造业这个根本，把各方面的优势和活力真
正激发出来，抓紧补短板、锻长板，努力做到
更好生存、持续发展。

二要聚焦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
循环畅通。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抓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基础、加强储备三件大
事。要聚焦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大力提
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物资储
备保障能力，多渠道确保供应安全。

三要实现升级发展，全面提升产业体系
现代化水平。对于传统制造业，关键是加快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竞争力，使得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基底更加坚实。制造业高端化不
是都去搞芯片，服装家具都可以高端化发
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加快前沿
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开辟更多引领未来发展的新赛道。对
于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关键是进一步优化
产业生态，重视发挥市场力量，大力支持全产
业链发展。

四要加强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全球供应链调整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欧洲、韩国、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快，特别
是中小企业对中国兴趣大，其中很多是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国际技术＋中国生产＋
世界市场是很好的模式。要进一步扩大外商
投资市场准入，要拓展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国
际合作空间，努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
放创新生态，引进用好高端创新人才，吸引更
多全球创新要素资源。

问：面对世界经济衰退、保护主义盛行，
我国如何更好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外
资？

答：外资企业普遍关心自身在中国双循
环、自主创新战略中的作用，这也决定其在华
经营的长期信心。这次会议对吸引和利用外
资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主要有四个方面内
容：

一是扩准入。会议强调，国企、民企、外
企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推动教
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扩大开放。发挥好自由
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各类开发区和
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已宣布
的外资准入政策要抓紧落地见效。

二是优环境。会议要求，要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外
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外资企
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
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
护力度。要主动对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
准经贸协议，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三是强服务。会议强调，要针对性做好
外资企业服务工作。加强同外商沟通交流，
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为外商来华从事
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便利，推动外资
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同时，也要推动经贸
人员常态化走出去招商引资。

四是抓重点。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发展，保障各
类口岸物流运输畅通，多渠道扩大先进技术
及设备、能源资源产品和短缺农产品等进
口。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加大对重点国
别和制造业等引资力度。要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

守牢风险底线 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问：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一些重大经济
金融风险，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答：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重要
思路，是做大经济实力这个分母，稀释风险这
个分子。从中期看，我国最大的底气在于城
镇化、工业化仍处于深入发展阶段，经济需求
潜力大、发展韧性强、新的竞争优势不断形
成；从近期看，最有力的依托在于保持经济合
理增速，推动高质量发展，明年推动我国经济
整体好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下转04版）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作深入解读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乔纳森松籽食品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58130799090XL，法 人:鄂
守海）《食品生产许可证》正本遗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SC11822058141782，生产地址:
吉林省梅河口市和平街全胜村
六组，食品类别:炒货食品及坚
果制品，发证日期 2020年 12月
8 日，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于 2023年 1月 7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8日 10时止在京东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 sifa.jd.com/),户名: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李恒名下位于长春市绿园
区西环城路 7255号，权利证号:
吉 (2017) 长 春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03552 号,丘地号 4-100/122-
7-8A(310),建筑面积 46.68平方
米房屋。

标 的 物 详 情 咨 询 电 话:
0431-88559269 京东技术咨询
电话:400-622-9586

联系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卫
星路 7755 号;详细信息可在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 rmfys⁃
szc.gov.cn)查询。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于 2023年 1月 1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2日 10时止在京东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 sifa.jd.com/),户名: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肖慧敏名下车牌号为吉
AA126N的奥迪牌汽车一辆。

标 的 物 详 情 咨 询 电 话:
18844588166 京东技术咨询电
话:400-622-9586

联系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卫
星路 7755 号;详细信息可在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
szc.gov.cn)查询。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于 2023年 1月 7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8日 10时止在京东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 sifa.jd.com/),户名: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长春益登商贸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长春市绿园区创业大街
以南中润家园 4、5、6 号楼 215
号房，权利证号:吉(2018)长春市
不动产权第 0163657号，丘地号
4-100/174-651(215),建筑面积
142.10平方米房屋;216号房,权
利证号:吉(2018)长春市不动产
权第 0167440号，丘地号 4-100/
174-651(216),建筑面积 181.08
平方米房屋;217 号房，权利证
号:吉(2018)长春市不动产权第
0163530 号,丘地号 4-100/174-
651(217),建筑面积 148.90 平方
米房屋;218 号房,权利证号:吉
(2018) 长 春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63537 号,丘地号 4-100/174-
651(218),建筑面积 119.91 平方
米房屋:219 号房,权利证号:吉
(2018) 长 春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63545号，丘地号 4-100/174-
651(219),建筑面积 148.90 平方
米房屋。

标 的 物 详 情 咨 询 电 话:
0431-88559269 京东技术咨询
电话:400-622-9586

联系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卫
星路 7755 号;详细信息可在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 rmfys⁃
szc.gov.cn)查询。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一方百老泉酒坊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581MA17H7EM6K，法人：
葛红，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口
市河南街莲湖假日 3-009-130-
1-3（B7-3 号门市），许可证编
号 ：JY12225000206589（1- 1），
发证日期：2022年 12月 7日，有
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6 日，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