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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多个部门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围绕稳增长、扩
内需、化风险重磅发声。紧接着，统筹财政、
金融、消费、投资、房地产、股市、就业、民生等
各领域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陆续推出。

笔者认为，一揽子增量政策，增强了宏观
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了政策合力，有利于充
分激发全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扎实推动经济稳定向上结构向优、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同时，有利于提振资本市
场信心，夯实市场发展基础。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
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

三项政策；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证监会将重
点抓好“三个突出”。随后，一系列的政策举措
相继推出。比如，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证
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接受申报；中国证
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
革的意见》，坚持市场化方向，更好发挥资本市
场在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中央金融
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
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此举一方面有利于构建
耐心资本入市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有利于更
好匹配企业融资需求，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回
升向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难看到，金融监管部门正努力营造稳
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持续用力、更加
给力，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系统落

实一揽子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
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介绍，针对当
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
科学决策、果断出手，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
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
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
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
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这释放了一揽子增量政策要全方位发
力、打出政策“组合拳”的鲜明信号。而要打好
这套政策“组合拳”，打通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卡
点，就要注重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增
强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既要看到当前又
要兼顾长远，要强化打基础、利长远、可持续、
稳中有进，扎实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10月12日，财政部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

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称，财政部在加快落

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上，围绕稳增长、扩内
需、化风险，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
性增量政策举措。

值得关注的是，蓝佛安介绍的四点政策，
是目前已经进入决策程序的政策，还有其他
政策工具也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
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财政政策“组合拳”与货币政策“组合拳”
共同发力，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为全年经
济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根
据需要，财政政策有空间、有意愿在后续继续
发力，为经济稳增长提供坚实保障。

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实施，政策效应持
续释放，为市场带来阵阵暖意。后续，随着政
策加力给力、持续发力，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
持续增强，市场预期会进一步改善。

政策加力给力 经济稳市场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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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 昱

“财政部在加快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
上，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将在近期陆
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财政
部部长蓝佛安在10月1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以下简称“发布会”）上表示。

在这场发布会上，蓝佛安介绍了四方面
近期将推出的增量政策，并表示其他政策工
具也正在研究中。那么，后续的财政政策发
力点在哪里？对经济和资本市场预计又有哪
些影响？《证券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申万宏源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赵伟、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章俊、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华福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燕翔。

更多政策工具正在研究中

9月24日，“一行一局一会”在国新办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推出政策“组合拳”。从
目前来看，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已出台，市
场投资者高度关注今年年内及后续财政政
策的出台节奏和力度。在10月12日的发布
会上，对于增量政策举措，蓝佛安主要介绍
了四个方面，包括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
务风险；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
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
支持保障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蓝佛安表示，逆周期调节
绝不仅仅是以上的四点，这四点是目前已经
进入决策程序的政策，还有其他政策工具也
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
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本次会议用具体切实的化风险政策和
积极正面的预期管理有效回应了市场关注的
问题，有效提振了资本市场信心。”明明表示，
会议传递了财政政策积极的信号。

“本次会议提及的部分政策方向虽是‘意
料之中’，但提及的多项具体政策内容和官方
积极表态实属‘预期之外’。”章俊认为，会议
提及当前中央杠杆率空间充足，明年整体赤
字率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有望大幅提
升。可以预期，新一轮大规模增量政策正在
路上。

在温彬看来，政策目标兼顾了稳增长和
化风险。财政部明确以稳增长、扩内需为着

力点强化政策供给，旨在和前期已出台的政
策形成合力，放大政策效应，推动经济向上、
结构向优，巩固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同时，
财政部继续把化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财
政中长期可持续性。

明明预计，未来经济和资本市场将在具
体政策和乐观预期的加持下共同企稳回升。

有望带动A股市场估值提升

本次发布会介绍的已进入决策程序的增
量政策有四点。其中，在加力支持地方化解
隐性债务方面，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
力，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
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
资项目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
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
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
施，这无疑是一场政策及时雨，将大大减轻地
方化债压力，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
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蓝佛
安表示。

在燕翔看来，本次发布会推出了一揽子
增量政策，对一些重点问题提出了具体有力、
针对性强的措施，范围广、力度强。其中，一

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
量隐性债务，加力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不
仅有助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经
济的稳定发展，还有助于推动地方将更多资
源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赵伟认为，四点增量政策中，前两点均为
支持防风险财政政策加力。针对地方隐性债
务问题，根据发布会指引，本次债务化解力度
或超过往。

发布会还提到“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燕翔认
为，资本金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基础，对于
银行的稳健运营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支持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不仅有
利于防范金融风险，还有助于更好发挥银行
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功能。

在房地产方面，发布会提到“用好专项债
券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
房”，章俊认为，这是继前期“517楼市新政”
后，房地产供给端的又一重磅政策，有望同时
解决当前专项债项目不足和收储政策难以推
广的问题。

对于正在研究中的其他政策工具，温彬
认为，可能性较高的有两项，一是扩大专项债
使用范围，二是上调赤字规模。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表示，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健全
管理机制，保持政府投资力度和节奏，合理降
低融资成本，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具体而
言有三点：第一，扩范围；第二，强机制；第三，
严管理。

蓝佛安也提到，“中央财政在举债和提升
赤字方面是有较大空间的”。温彬认为，相比
发行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直接增加财政赤字
更为灵活有效，其适用范围更为直接、广泛，
既可以用于补足民生支出不足，也可以用于
重点项目建设，还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针对
性，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可以快速地筹集必需
的资金，无需跟随项目，直接提高财政政策的
灵活机动性，方便财政政策迅速发力；预算更
透明、便于监管，可有效防止财政资金错配和
挪用。

此外，对资本市场而言，章俊认为，此次
一揽子政策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增量
财政政策”已浮出水面。财政政策逆周期调
节力度加大，有利于改善宏观经济预期，提振
投资者信心，或将带动A股市场估值提升，随
着经济基本面改善，上市公司业绩修复将进
一步带动A股市场上行。研究扩大专项债使
用范围，合理支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其中长线配置价值突出。

五大首席经济学家谈财政

兼顾稳增长和化风险 增量政策力度加大

本报记者 孟 珂

10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月
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4%，环比持平；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同比下降2.8%，环比下降0.6%。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解
读时表示，9月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
格基本稳定。同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及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PPI环
比降幅收窄，同比降幅扩大。

CPI同比上涨0.4%，涨幅比8月份回落0.2个
百分点。董莉娟表示，这主要是受上年同期对
比基数走高影响。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8月份扩
大0.5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61个百

分点。食品中，鲜菜、猪肉和鲜果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22.9%、16.2%和6.7%，涨幅均有扩大；牛
肉、羊肉、鸡蛋、鸡和奶类价格同比降幅在1.9%
至13.1%之间，降幅略有扩大。

9月份，非食品价格由上月同比上涨0.2%
转为下降0.2%，影响CPI同比下降约0.19个百分
点。非食品中，能源价格下降3.5%，降幅比8月
份扩大2.5个百分点。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
价格下降0.2%，降幅与8月份相同，其中新能源
小汽车和燃油小汽车价格分别下降6.9%和
6.1%，降幅均有收窄。服务价格上涨0.2%，涨
幅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旅游价格由8月份上
涨0.9%转为下降2.1%；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
分别下降14.1%和5.6%，降幅均有扩大。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总监冯琳对《证券日
报》记者分析称，主要受出行等服务价格和能

源价格快速下行影响，9月份CPI同比涨幅比8
月份回落，略低于市场普遍预期。9月份蔬菜、
水果等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扩大，继续成为支撑
CPI保持上涨的主要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9月份0.4%的CPI同
比变动中，翘尾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8月份
为-0.3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
0.9个百分点，与8月份相同。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价格水平仍在低位运行，
市场需求和社会有效需求依然偏弱。在近期存量
政策有效落实、增量政策加力推出的背景下，预计
消费者与生产者信心和预期将有效提振，市场需
求将逐步回暖，社会需求将进一步稳中有升。

“预计10月份CPI同比涨幅回升至0.6%左
右。”冯琳预计，接下来财政政策将通过增发国

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对居民消费提供较大规模
的补贴。

PPI方面，从同比看，PPI下降2.8%，环比下
降叠加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本月降幅比8
月份扩大1.0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
降3.3%，降幅比8月份扩大1.3个百分点；生活资
料价格下降1.3%，降幅扩大0.2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9月份的PPI同比变
动中，翘尾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8月份为-
0.1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2.3
个百分点，8月份为-1.7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冯琳表示，一揽子增量政策陆
续出台对工业品需求预期有所提振，9月底以
来铜、铝、钢铁等商品价格普遍经历一轮冲高
过程。由此判断，在工业品价格上涨动能有所
恢复带动下，10月份PPI同比降幅有望收窄。

国家统计局：9月份CPI同比上涨0.4% 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记者 韩 昱

10月13日，《证券日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
局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
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统一大
市场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提速，在工业运
行、新动能产业、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
多个领域呈现积极亮点。

“从税收数据反映出的经济发展亮点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市场潜力大、
经济韧性强等有利条件没有改变。”国家税务总
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继续不折
不扣落实好已明确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配合
相关部门及时研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进一步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
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生产稳步
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

具体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企业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3.6%。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
长5.3%，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向好，同比分别
增长13.5%和10.5%。9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4.2%，较8月份增速加快1.5个百
分点。

同时，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谋新策、出
实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高技
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6%。其中，高技术
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7%和
8.6%，反映创新产业持续壮大。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7%，反映数字产业化
稳步推进。

重庆百钰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研发
制造笔记本电脑、通讯产品整机和关键零部件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与惠科电子、富士康集
团、惠普、联想、华为等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
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慈介绍，今年前8个月，公司
销售额6.57亿元，同比增长了52%，公司快速发
展得益于坚持自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为创新
提供了支持。今年以来，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额近600万元，目前正在进行笔记本电脑
全铣机壳分度锻挤技术研发。

“随着包括税费支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落地落细，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
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加快成长，为推动重庆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重庆市税务局税
收经济分析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增值税发票数
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重庆高技术产业、知识产
权（专利）密集型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8%、22.4%、9.2%。

众多科技企业持续向“新”发力，带来的是
行业、产业的快速增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9月份，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11%和4.9%，较8月份增速分别
加快2.1个和1.3个百分点。 （下转A2版）

税收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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