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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货币工具使用力度，及时下调 MLF 利率，

引导贷款基础利率（LPR）下行，切实降低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及时普遍降准 1 个百

分点，增加信贷投放力度。三是针对就业需

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因为受此次疫情冲击最

严重的是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这些行业和企

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而且在此次疫情的冲

击之下，很多企业会调整预期，在未来用更

多的机器来代替雇佣劳动力，因此短期和长

期就业稳定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四是加快

专项债发行，激励基建稳增长，同时在疫情

冲击和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地方债务风

险有可能快速提高，有步骤地置换地方债

务、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显得尤为重要。五

是加快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推进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六是进一步筑牢社会保障网络，

继续控制和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腾出财力

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同时提高

政府治理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能力。

（责任编辑 ：吴思）

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 * 

目前形势下如何提振中国经济

【提  要】2020 年春季将至之时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数万名受感染者的中国家庭

带来深重的痛苦，亦使得无数人放弃假日团聚计划，转而投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阻击战，

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自 2 月 3 日以来，包括湖

北省在内的全国各地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呈持续下降势头，并逐步趋于平稳。人们在“抗疫”

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如何做好“疫后”生产秩序的恢复。那么，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本

已承压的中国和世界经济而言到底会有多大影响，应如何加强应对，本文对此加以初步分析。

【关键词】  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 ；“疫后”生产秩序恢复 ；经济影响

*  课题负责人：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作者：叶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王玉柱，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薛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随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积极成效不断显现，除湖北省外，中国大

部分地区在继续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也启动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恢复键”。

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根据疫情发展及时做出的

重要政策调整，体现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致

力于把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降到最

低，努力实现 2020 年政府确定的各项任务

目标的决心。

当前，国际社会在继续高度关注来自中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消息的同时，也日

益关心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对

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显然，无论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全球经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中国对世

界经济的贡献能力，还是当前世界经济和政

治的态势，都和 17 年前“非典”发生时的

情况迥异，简单的历史类比难以帮助人们准

确判断疫情对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

影响程度。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复合、

动态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指出，研判这场疫情对中国经

济乃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最重要的变量是

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基本控制。课题组依

据的判断是 ：虽然目前武汉和湖北的疫情形

势仍然较为严峻，中国其他地区则相继进入

平稳期，正在有序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当

然，由于各地的疫情情况不同，各地政府仍

然在尽力平衡“抗疫”和“恢复经济”两大

任务，企业、社会各界对于恢复正常经济社

会生活的响应也有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其

他地区的疫情在一季度内得到有效控制应

该是个大概率事件，短期内疫情虽然对中国

Zhang Ping  Yang Yaowu

ANALYSIS OF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bstract: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increa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at home and abroad, 

Chinese economy has maintained overall stability in 2019, and its main macro indicators are in the 

target range s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ithout doubt, some emergencies may still impact the 

stability of Chinese economy. The impact brought by this epidemic is not trivial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i rst quarter of 2020,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in the range of 4.0%-4.9%. But on the 

whole, the epidemic will not change the medium & long term trend of Chinese economy.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number of preferential 

fi scal and tax polici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lso 

introduced the corresponding supportive policies. Based on the local structural polic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introduce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al supportive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impacts and timely enlarge the aggregate policies to ensure that the economy can still 

return to its original growth after the impacts. The structural policies are mainly used to support the 

damaged industries and groups, while the aggregate policies are mainly used for restoration, which 

should be the focus of the policies in 2020.

Keywords: COVID-19; Economic Situation; Supportiv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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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下如何提振中国经济

严重制约，而出口型的农产品、快速消费品

等行业，还会因进口国新的海关措施而出现

需求侧阻断，使本来就因外部环境变化、去

杠杆等因素而承压的企业处境更为艰难。而

且，此次疫情源自中部地区湖北省武汉市，

除河南、江西、湖南等中部相邻省份受影响

较大外，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活跃的地区

受波及也更严重，特别是广东、浙江等省。

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消费能力强，也是中

国生产、贸易和金融中心，其成为疫情重点

地区，直接影响中国整体经济表现。

不过，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

根本上取决于疫情控制进展。如果疫情确实

能控制在一季度，其影响将相对可控。2 月

3 日中国股市如期开市出现 7% 的跌幅，但

其后便迅速反弹，走出了“V”型曲线，表

明市场对疫情走向的情绪向好。但是，疫情

影响和应对能力的不对称性受到经济学家

们的更多关注 ：一是中小企业“复工难”问

题更为突出。如在上海，特斯拉这样的“重

点企业”更有能力按时复工，亦受到更多的

惠顾，而占全国企业数量九成以上的中小企

业普遍存在能力不足问题，但是他们贡献

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就业、七成以上的创新、

六成以上的 GDP 产值以及五成以上的税收，

若因员工、资金或物流等断链而出现大面积

破产倒闭，其影响的将不仅是 GDP 的数值。

二是重灾区的复工仍不可预期，供应链影响

持续更长。目前看，疫情能在一季度得到控

制的可能性较大，以上供求两侧的影响将是

短期性的。事实上，自 2 月 17 日起，北京、

上海等地复工的白领们已带着一种欣慰，在

其“朋友圈”分享久违了的交通拥堵照片。

但是，疫情重镇湖北省尚有大量存量病例等

待救治，其生产和消费的正常化仍不可预

期。湖北不仅是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还是地位不断上升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国

近 9% 的汽车和 13% 的重要工业原料硫酸。

湖北省省会武汉市 GDP 在全国排名第七，

高于杭州市，其“光谷”生产的光纤、光缆

设备领先世界，彭博社测评其供应链地位在

中国多个城市中居第 13 位。

不过，疫情的发生亦给一些行业带来重

大利好。如医疗等与疫情控制密切相关行业

及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远程通信、教育、娱乐

等线上服务行业均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自

3 月 1 日起，上海市教委为全市中小学生以

电视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育，以使不得不

继续居家躲避病毒的孩子们能够赶上学习

进度。

总体而言，较之于 2003 年“非典”的

有惊无险，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

大，其不仅因为病毒本身的传播力更强，更

因为当前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更脆弱，

内外环境也更为复杂。但是考虑到政府将采

取的强有力调控措施，如果此次疫情对中国

经济的冲击集中体现在一季度和湖北省，其

影响仍相对可控。综合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研

究机构的估计，2020 年一季度最差的情形

可能会出现环比负增长，但由于春节的翘尾

因素，同比仍有望保持增长，全年而言，影

响可能在 0.5%-1%。

二、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举措

（一）已经采取的措施

自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疫情防控

作出专门批示以来，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力

度空前的抗疫斗争。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政府

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疫区和受感染人群

的应急救助措施，并十分注重疫情信息的及

时发布和对民众关切的回应，对于加大应急

物资供应、稳定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

一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亦再次显

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建立了全国支援武

汉、16 个省支援湖北其他 16 个市的“一省

包一市”救援方式，有效地防止了病毒的扩

散。无数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落

经济冲击较为严重，但全年看其负面影响仍

然可控。不过，要特别关注当前中小企业“复

工难”，以及重灾区的复工复产仍不可预期

对产业供应链的长期影响。本文同时指出，

疫情也会给中国的医疗、远程网络服务等产

业带来快速发展的新机会。

判断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另一个重要

变量是政府当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国

政府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包括两大类。一类是

短期纾困型政策，包括财政、金融、货币、

税收等支持政策，以及包括用工上的各种费

用减免等，以此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因为疫情引发的短时资金和用工困难。另一

类则是侧重中长期的政策支持。本文提出了

包括探索动用外汇储备采购应急物资以缓

解政府支出压力，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以

及通过社会动员构建新的劳资共识，助力企

业纾困等几个政策工具。

中国抗击疫情本身将有助于为中国下一

步的改革开放提供新动力。一是有助于进

一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共识。二是有助

于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综

合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尤其是此次疫情的发

生暴露了中国在防控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上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方面存在的不

足，为下一阶段启动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动

力。三是将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力

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此

次疫情给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按下了“快进

键”，诸多技术理念受到真实场景需求的推

动，有望迎来产业的大发展。

本文还基于一些国际重要经济分析机构

的数据预测，分析了疫情爆发对世界经济的

可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在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要地位，疫情的外

溢影响不仅在于短期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和国际旅游、国际教育等服务贸易下降，还

可能对全球产业供应链稳定造成新的不确

定影响。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目前相对有

限，影响美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趋势的更

关键因素仍然是中美能否落实第一阶段双

边经贸协定。

当然，本次疫情最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还是取决于中国防控疫情的速度和能力，以

及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阻击疫情的集体行动

能力。正如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最近在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所言 ：“国际

社会合作抗击病毒传染、减缓疫情的经济冲

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疫情还会持续和扩散

的当口。”本文也再次强调了经济全球化时

代，密切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必然导致“一损

俱损、一荣俱荣”，凸显了国际社会应当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紧迫性。

一、年内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

此次疫情首当其冲打击的是旅游消费行

业。总体看，此次疫情较之 2003 年的“非

典”，致死性更弱，但传染性更强，涉及范

围更广。自 1 月 23 日以来，不仅武汉及湖

北其他地区“封城”，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

各省份均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机制，本应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

人流戛然而止。“贺岁片”被搁置，“年夜饭”

被取消，“米老鼠”亦只能空守乐园迎接其

“本命年”的到来。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1

月 27 日至 2 月 12 日，中国航空公司的客运

总量较 2019 年春运同期大幅下降 70%。上

海到北京全天 41 趟高速列车中，多趟已暂

停运。

2 月份以来，影响正逐步在供给侧和供

应链显现。理论而言，2 月 10 日起，全国

各地政府均原则上允许企业复工，但是由于

医疗物资紧缺，防控“主体责任”条件难以

满足，外地务工人员返城困难且返回后亦须

接受 14 天隔离观察等限制，真正能及时复

产的企业并不多。即便能够按时复工，亦面

临原料、物流等供应链不畅、资金流断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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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而出口型的农产品、快速消费品

等行业，还会因进口国新的海关措施而出现

需求侧阻断，使本来就因外部环境变化、去

杠杆等因素而承压的企业处境更为艰难。而

且，此次疫情暴发于中部地区湖北省武汉市，

除河南、江西、湖南等中部相邻省份受影响

较大外，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活跃的地区

受波及也更严重，特别是广东、浙江等省。

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消费能力强，也是中

国生产、贸易和金融中心，其成为疫情重点

地区，直接影响中国整体经济表现。

不过，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

根本上取决于疫情控制进展。如果疫情确实

能控制在一季度，其影响将相对可控。2 月

3 日中国股市如期开市出现 7% 的跌幅，但

其后便迅速反弹，走出了“V”型曲线，表

明市场对疫情走向的情绪向好。但是，疫情

影响和应对能力的不对称性受到经济学家

们的更多关注：一是中小企业“复工难”问

题更为突出。如在上海，像特斯拉这样的“重

点企业”更有能力按时复工，亦受到更多的

惠顾，而占全国企业数量九成以上的中小企

业普遍存在能力不足问题，但是他们贡献

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就业、七成以上的创新、

六成以上的 GDP 产值以及五成以上的税收，

若因员工、资金或物流等断链而出现大面积

破产倒闭，其影响的将不仅是 GDP 的数值。

二是重灾区的复工仍不可预期，供应链影响

持续更长。目前看，疫情能在一季度得到控

制的可能性较大，以上供求两侧的影响将是

短期性的。事实上，自 2 月 17 日起，北京、

上海等地复工的白领们已带着一种欣慰，在

其“朋友圈”分享久违了的交通拥堵照片。

但是，疫情重镇湖北省尚有大量存量病例等

待救治，其生产和消费的正常化仍不可预

期。湖北不仅是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还是地位不断上升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国

近9%的汽车和13%的重要工业原料硫酸。

湖北省省会武汉市 GDP 在全国排名第七，

高于杭州市，其“光谷”生产的光纤、光缆

设备领先世界，彭博社测评其供应链地位在

中国多个城市中居第 13 位。

不过，疫情的发生亦给一些行业带来重

大利好。如医疗等与疫情控制密切相关行业

及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远程通信、教育、娱乐

等线上服务行业均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自

3 月 1 日起，上海市教委为全市中小学生以

电视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育，以使不得不

继续居家躲避病毒的孩子们能够赶上学习

进度。

总体而言，较之于 2003 年“非典”的

有惊无险，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

大，其不仅因为病毒本身的传播力更强，更

因为当前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更脆弱，

内外环境也更为复杂。但是考虑到政府将采

取的强有力调控措施，如果此次疫情对中国

经济的冲击集中体现在一季度和湖北省，其

影响仍相对可控。综合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研

究机构的估计，2020 年一季度最差的情形

可能会出现环比负增长，但由于春节的翘尾

因素，同比仍有望保持增长，全年而言，影

响可能在 0.5%-1%。

二、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举措

（一）已经采取的措施

自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疫情防控

作出专门批示以来，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力

度空前的抗疫斗争。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政府

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疫区和受感染人群

的应急救助措施，并十分注重疫情信息的及

时发布和对民众关切的回应，对于加大应急

物资供应、稳定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

一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亦再次显

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建立了全国支援武

汉、16 个省支援湖北其他 16 个市的“一省

包一市”救援方式，有效地防止了病毒的扩

散。无数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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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下如何提振中国经济

形式成为人民银行重要的基础货币发行方

式，也是重要的通胀来源。当前，如何定性

外汇储备的“准财政”属性，并打通相关政

策渠道，是缓解政府大规模“抗疫”支出的

重要资源储备。这一问题的解决亦符合民众

和社会关切，一直以来民众对于外储购买美

债有着各种声音。当前，动用外储在当地市

场采购物资不仅有助于满足当前“抗疫”需

求，同时，推动配套领域政策改革，除“抗

疫”物资外，对所购药品纳入特别医保限价

清单，能够间接降低财政的医保支出负担。

此外，还能够推动对外贸易平衡，这亦符合

中国推动外部经济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实践。

二是资本市场开放仍有一定的空间，可

缓解新冠疫情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政

府一直在开放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对于资

本市场采取较为严格的管控举措。中长期看

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是

推动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2019 年中

国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改革实践中，已经提出

在科创领域开放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通过

利用国际资本服务国内市场科创产业发展

是重要的改革创新之路。相比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

业，通过国际分工参与世界产业体系，当

前，利用国际资本服务国内科创发展将有助

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和内生动

力。实际上，开放资本市场给中国经济带来

的益处远不止这些，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吸引

外资流入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流动性压力，使

得企业有更多资本投入到研发和生产环节

中。以沪深股市为例，上市企业是国内规模

以上企业的典型，一般认为中国股市市值的

严重低估客观上限制了相关企业通过股票

资产进行质押融资的能力。

三是通过社会动员构建新的劳资共识，

助力企业纾困。社会动员具有非正式约束特

征，经济可持续发展正推动和召唤社会自

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救意识也越来越得到

广泛的社会认同。相比一些国内经济学家呼

吁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取消公积金缴纳等举

措，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开始意识到自身发

展与企业共荣共存的关系。传统劳资矛盾有

所缓解，新的劳资共识正在形成。疫情发生

至今，通过社会救助形式参与“抗疫”已获

得广泛共识。比如，诸多物业经营租赁机构

积极通过减租和免租的方式降低企业经营

压力。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通过社会动员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具有更大探索空间。我们

认为，未来可以通过社会动员，呼吁企业员

工的自我奉献精神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比

如，通过“补班”形式弥补停工期间的企业

劳动工资支出 ；通过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

组织鼓励企业员工在一定期限内自愿无偿

加班，一同协助企业渡过经营难关。

三、新冠疫情对中国长期改革发展
的促进

此次疫情虽然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带来

不小的冲击，但习惯“辩证”思维的中国人

认为，该疫情的发生对促进中国经济的改革

与长期发展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共识进一步

形成。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新的

发展共识以推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

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此次疫情中，

政府在公众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使

得百姓进一步相信中央层面政策执行的决

心。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

但一直以来，地方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存在

一种高速扩张的本能，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

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疫情对经济产生的

负面冲击将对转变这种集体认知起到重要

催化作用，推动新的社会共识加快形成，从

而推动社会和经济治理领域的深刻变革，使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可能。

二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经

实抗疫举措付出了巨大艰辛，不过也多亏了

移动支付这样的技术普及，因疫情而隔离的

老百姓可以通过手机下单，便可获得“不见

面菜篮子”送来的新鲜食材。

2 月初以来，随着疫情好转迹象的出现，

湖北以外地区均开始实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两手抓”。关于支持企业渡过

第一季度难关的举措包括 ：

一是货币、财政政策齐发力，增加流动

性和可用资源。2019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确立了 2020 年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的稳健基调，较 2019 年的“松紧适度”更

为宽松。疫情的爆发加大了货币政策灵活化

的需求。2 月以来，央行已多次通过公开市

场操作等措施释放流动性，促进利率下调，

以更好地支持疫情防控，并稳住资本市场。

1 月 CPI 同比上涨 5.4%，但主要是猪肉价

格上涨因素较大，整体通胀仍然可控，因此

理论而言，总量货币政策并非毫无空间。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建议，可进一步

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财政部亦

提前下达 2020 年新增地方债务限额 1.85 万

亿元，不少专家预期 2020 年财政赤字可能

会突破 3% 的限度。

二是适度放宽监管，确保释放资源的可

及性。从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的角度看，增加

流动性本身远远不够。2 月 1 日，央行、财

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五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的文件，为重点疫情企业提供 3000 亿元低

成本专项再贷款，今后还会加大对其他企业

的支持力度。银保监会提出适当放宽对受疫

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的容

忍度，以促进其敢贷、愿贷，使新增的流动

性能够真正惠及企业。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

表示，2019 年化解了 2.3 万亿元不良资产，

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 180% 以上，因而有能

力应对不良资产的上升。此外，政府、法律

部门和行业协会等还为受疫情影响而不能

及时履约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不可抗力”救

济、信用修复等其他支持。

三是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2 月 2

日江苏省苏州市率先出台关于支持中小企

业应对疫情难关的十条举措。其后不久，全

国很多省市纷纷拿出各自的救助措施。如在

2019 年财政收入“零增长”的情况下，上

海进一步出台了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 28 项

举措，承租政府所有房产的企业可获 2 个月

租金免除。在中央层面，2 月 18 日，国务

院要求各地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单位缴费，其中除湖北外各省从 2-6

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2-4

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从 2-6 月

可对各类企业免征。6 月底前，企业可申请

缓缴住房公积金，且对职工受疫情影响未能

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

四是分类施策，确保政策效益的最大

化。以上不少政策均针对中小微企业，并对

重点疫区特殊支持，除此之外，各地政策均

明确供应链重点企业受到特殊保障。当前经

济活动的正常化面临的最大障碍仍是各地

为落实抗疫“属地责任”而实施的各类交通

和行政管制，但即便是遭遇“封城”的湖北

武汉，亦为其生产存储芯片的重点企业长江

存储开工提供全力支持，确保其正常出货和

生产。

（二）仍可探索的政策空间

如张五常等研究指出，减税等财政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被反复证明是有效的。但不论

财政补贴还是减税都会导致政府债务规模

的再度上升，有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

策初衷。我们认为中国至少还可在如下三方

面进行探索，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一是探索动用“准财政”属性的外汇储

备采购应急物资，缓解政府支出压力。中国

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

盈余迅速膨胀背景下形成的。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这部分外汇盈余以“外汇占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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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下如何提振中国经济

形式成为人民银行重要的基础货币发行方

式，也是重要的通胀来源。当前，如何定性

外汇储备的“准财政”属性，并打通相关政

策渠道，是缓解政府大规模“抗疫”支出的

重要资源储备。这一问题的解决亦符合民众

和社会关切，一直以来民众对于外储购买美

债有着各种声音。当前，动用外储在当地市

场采购物资不仅有助于满足当前“抗疫”需

求，同时，推动配套领域政策改革，除“抗

疫”物资外，对所购药品纳入特别医保限价

清单，能够间接降低财政的医保支出负担。

此外，还能够推动对外贸易平衡，这亦符合

中国推动外部经济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实践。

二是资本市场开放仍有一定的空间，可

缓解新冠疫情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政

府一直在开放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对于资

本市场采取较为严格的管控举措。中长期看

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是

推动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2019 年中

国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改革实践中，已经提出

在科创领域开放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通过

利用国际资本服务国内市场科创产业发展

是重要的改革创新之路。相比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

业，通过国际分工参与世界产业体系，当

前，利用国际资本服务国内科创发展将有助

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和内生动

力。实际上，开放资本市场给中国经济带来

的益处远不止这些，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吸引

外资流入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流动性压力，使

得企业有更多资本投入到研发和生产环节

中。以沪深股市为例，上市企业是国内规模

以上企业的典型，一般认为中国股市市值的

严重低估客观上限制了相关企业通过股票

资产进行质押融资的能力。

三是通过社会动员构建新的劳资共识，

助力企业纾困。社会动员具有非正式约束特

征，经济可持续发展正推动和召唤社会自

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救意识也越来越得到

广泛的社会认同。相比一些国内经济学家呼

吁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取消公积金缴纳等举

措，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开始意识到自身发

展与企业共荣共存的关系。传统劳资矛盾有

所缓解，新的劳资共识正在形成。疫情发生

至今，通过社会救助形式参与“抗疫”已获

得广泛共识。比如，诸多物业经营租赁机构

积极通过减租和免租的方式降低企业经营

压力。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通过社会动员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具有更大探索空间。我们

认为，未来可以通过社会动员，呼吁企业员

工的自我奉献精神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比

如，通过“补班”形式弥补停工期间的企业

劳动工资支出 ；通过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

组织鼓励企业员工在一定期限内自愿无偿

加班，一同协助企业渡过经营难关。

三、新冠疫情对中国长期改革发展
的促进

此次疫情虽然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带来

不小的冲击，但习惯“辩证”思维的中国人

认为，该疫情的发生对促进中国经济的改革

与长期发展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共识进一步

形成。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新的

发展共识以推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

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此次疫情中，

政府在公众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使

得百姓进一步相信中央层面政策执行的决

心。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

但一直以来，地方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存在

一种高速扩张的本能，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

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疫情对经济产生的

负面冲击将对转变这种集体认知起到重要

催化作用，推动新的社会共识加快形成，从

而推动社会和经济治理领域的深刻变革，使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可能。

二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经

实抗疫举措付出了巨大艰辛，不过也多亏了

移动支付这样的技术普及，因疫情而隔离的

老百姓可以通过手机下单，便可获得“不见

面菜篮子”送来的新鲜食材。

2 月初以来，随着疫情好转迹象的出现，

湖北以外地区均开始实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两手抓”。关于支持企业渡过

第一季度难关的举措包括 ：

一是货币、财政政策齐发力，增加流动

性和可用资源。2019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确立了 2020 年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的稳健基调，较 2019 年的“松紧适度”更

为宽松。疫情的爆发加大了货币政策灵活化

的需求。2 月以来，央行已多次通过公开市

场操作等措施释放流动性，促进利率下调，

以更好地支持疫情防控，并稳住资本市场。

1 月 CPI 同比上涨 5.4%，但主要是猪肉价

格上涨因素较大，整体通胀仍然可控，因此

理论而言，总量货币政策并非毫无空间。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建议，可进一步

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财政部亦

提前下达 2020 年新增地方债务限额 1.85 万

亿元，不少专家预期 2020 年财政赤字可能

会突破 3% 的限度。

二是适度放宽监管，确保释放资源的可

及性。从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的角度看，增加

流动性本身远远不够。2 月 1 日，央行、财

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五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的文件，为重点疫情企业提供 3000 亿元低

成本专项再贷款，今后还会加大对其他企业

的支持力度。银保监会提出适当放宽对受疫

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的容

忍度，以促进其敢贷、愿贷，使新增的流动

性能够真正惠及企业。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

表示，2019 年化解了 2.3 万亿元不良资产，

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 180% 以上，因而有能

力应对不良资产的上升。此外，政府、法律

部门和行业协会等还为受疫情影响而不能

及时履约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不可抗力”救

济、信用修复等其他支持。

三是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2 月 2

日江苏省苏州市率先出台关于支持中小企

业应对疫情难关的十条举措。其后不久，全

国很多省市纷纷拿出各自的救助措施。如在

2019 年财政收入“零增长”的情况下，上

海进一步出台了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 28 项

举措，承租政府所有房产的企业可获 2 个月

租金免除。在中央层面，2 月 18 日，国务

院要求各地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单位缴费，其中除湖北外各省从 2-6

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2-4

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从 2-6 月

可对各类企业免征。6 月底前，企业可申请

缓缴住房公积金，且对职工受疫情影响未能

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

四是分类施策，确保政策效益的最大

化。以上不少政策均针对中小微企业，并对

重点疫区特殊支持，除此之外，各地政策均

明确供应链重点企业受到特殊保障。当前经

济活动的正常化面临的最大障碍仍是各地

为落实抗疫“属地责任”而实施的各类交通

和行政管制，但即便是遭遇“封城”的湖北

武汉，亦为其生产存储芯片的重点企业长江

存储开工提供全力支持，确保其正常出货和

生产。

（二）仍可探索的政策空间

如张五常等研究指出，减税等财政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被反复证明是有效的。但不论

财政补贴还是减税都会导致政府债务规模

的再度上升，有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

策初衷。我们认为中国至少还可在如下三方

面进行探索，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一是探索动用“准财政”属性的外汇储

备采购应急物资，缓解政府支出压力。中国

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

盈余迅速膨胀背景下形成的。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这部分外汇盈余以“外汇占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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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综合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对于中国这样超

大规模人口国家而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

力是社会应对突发风险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是一个国家制度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客观而

言，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够在如

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上下同心，政策实践协

调一致。在中国经济几乎按下“暂停键”的

那一刻，所有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计

个人利益得失，居家不外出，秩序井然，充

分显示出民众对于政府能够把握发展全局

的高度认同。中国政府的行动亦极其迅速，

短短的时间内，大量临时医院被搭建、红十

字会等救助机构的工作流程得以优化，并

“现场罢免”一些行动不力的官员，在民众

面前维护了公信力。

但此次疫情的发生亦暴露了中央和地方

层面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方面存在的不

足，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正如生物

机体在应对病毒侵袭过程中会形成抗体来

进一步提升其抵御外界病毒侵蚀的能力，任

何一次自然灾害或疫情的发生亦会推动社

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使其应对风险冲击的防

御能力进一步提升。此次疫情发生后，在社

会力量的强大驱动下，这种能力建设和制度

完善已同步展开。疫情监测管理、灾害救

济、援助物资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等领域都

将出现重大制度变革。在治理能力现代化领

域，诸多政策创新开始得到实践的检验。比

如，前几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和营

商环境政策改革，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深刻的

检验，很多政府审批事项真正地实现了“不

见面审批”“数据多跑路、百姓不跑路”的

政策设计理念。

三是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力和经济结

构的优化，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数字经济已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2018 年

数字经济占中国经济体量的比重达到 34.8% 1，

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近六成中国企业均

在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此次疫情给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进一步按下了“快进键”2，诸多

技术理念受到真实场景需求的推动，有望在

未来迎来产业大发展。比如，京东智能配送

机器人成功地将医疗和生活物资从京东物

流武汉仁和站运送至武汉第九医院 3，智能会

议、远程医疗、网络教学、远程协同办公、

大数据检测等技术实现了从理念和小范围

试用到应用普及的井喷式发展，有助于促进

企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疫情还将促进

中国经济结构和资产配置的优化，如疫情催

生的居家办公模式使得商业地产等物业企

业面临的发展困境加剧，促进社会资本远离

不动产行业。相反，疫情亦推动企业和居民

对于不确定性风险认知意识的显著增长，从

而更多将资产配置到保险领域，而多元化资

产配置渠道将有助于居民和企业资产的结

构优化，逐步改变一直以来的“房地产经济”

发展困境。此外，疫情的发生也将推动企业

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稳定。疫情对全国道

路交通和物流造成的影响给企业上了深重

一课。随着内陆省份制造业迅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企业将考虑到产业链的配套安全和

便利性，区域内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

四、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性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

量已经占到全球 GDP 的 16.3%，2019 年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38%。因此，

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也自然会

波及至全世界。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

1 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

2 唐洪涛：《疫情凶猛，数字经济按下快进键》，《首席数字官》，2020年2月17日。

3 新京报：《京东物流在武汉投入无人配送车实现医院无接触配送》，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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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货物贸易领域，由于在两三周

内，中国经济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原材

料等方面需求处于冻结状态。其直接结果是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其中以原油价

格跌幅最为显著。同时，受到大规模人员旅

行限制及交通管制的影响，主要经济中心城

市港口处理进口货物速度减慢，众多货物进

口也受到影响，以农产品为例，原先为中国

春节假期做好出口准备的美国、新西兰、澳

大利亚等国的农产品出口商只能通过其他

手段处理库存农产品。

其次，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游客出境

旅游人数的断崖式下降对于周边国家和地

区经济的冲击最为明显，同时也影响到澳大

利亚、新西兰、美国及欧洲国家等中国游客

增长较快的目的地国。出于担心疫情在本国

蔓延的恐惧，美国率先于 2 月 1 日宣布禁止

中国公民进入美国，此后澳大利亚等不少国

家相继效仿，从而导致原先作为重要旅游目

的地的这些国家短期内将受到重大影响。同

时，大量海外中国留学生在春节之前返回家

乡，目前则面临相关国家的禁止准入措施而

无法返回学校，中国留学生居多的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都面临这一问题。这也将造成大

量中国留学生在校学习课程被迫延迟，从而

也会影响到这些学生的在校支出消费。

最后，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是供应链

风险。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已成为逐

步显现的重大危险。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

中具有关键性的枢纽，当前较为普遍性的停

工停产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非常巨大的冲

击。苹果公司近期正式降低其收入预期，疫

情使得苹果手机产量受限，同时抑制了中

国消费者的需求。而一位华尔街分析师在 2

月 2 日则将对苹果 Iphone 手机的出货量的

估计降低了 10%。4 根据 IHS Markit 的估计，

2019 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值部分的份额

已达到 30.5%，而在全球高科技产品增加值

方面占据份额达到 26.3%。5 

（二）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可能影响

首先，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趋势性增

速放缓态势，2019 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

率为 2.1%，从而使得 2019 年成为特朗普就

任总统之后经济总量增速最为缓慢的一年，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为 2.4% 和 2.9%。从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看，个人消费者

支出仍旧是支撑美国 GDP 增长最为重要的

力量，占到总量为 27.1 万亿美元的美国经

济的 68%，2019 年个人消费者支出增长达

到 2.6%，低于 2018 年的 3%。实际可支配

收入在 2019 年的增速为 3%，也低于 2018

年的 4%。在 1 月 29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就 1 月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他也指出美联储认为美国居民消费从

“强劲”下降为“温和”。同时，美国国内私

人投资依然处于下降期，这成为制约美国经

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主要原因是美国

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以及大范围施行的对

源自中国产品进口加征关税政策，尽管有第

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多数之前已经加征的

关税依然存在，并会对美国国内投资及企业

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在疫情影响之下，美国经济

也遭遇更为复杂的负面冲击。首当其冲的是

华尔街，包括道琼斯、标准普尔及纳斯达克

等多个美国股市指数都已从 2019 年末的创

纪录增长进程中逆转，美国股市在 2020 年

初呈现出净损失状态。当然，随着中国疫情

发展走势逐渐明朗化，华尔街股市也会再次

得到支撑，而前期高位所承载的压力也可以

通过近期大幅下跌得以释放，有大量投资者

正试图入市“低位吸纳”，因此股市指数可

能会逐步趋于稳定。就美国整体经济而言，
4 https://hksar.org/crisis-mode-coronavirus-disrupts-the-heart-of-electronics-manufacturing-in-china。

5 IHS Markit, Feb. 6, 2020,http://news.ihsmarkit.com/prviewer/release_only/slug/impacts-of-coronavirus-containment-effort-ripple-

through-global-economy。

济综合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对于中国这样超

大规模人口国家而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

力是社会应对突发风险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是一个国家制度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客观而

言，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够在如

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上下同心，政策实践协

调一致。在中国经济几乎按下“暂停键”的

那一刻，所有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计

个人利益得失，居家不外出，秩序井然，充

分显示出民众对于政府能够把握发展全局

的高度认同。中国政府的行动亦极其迅速，

短短的时间内，大量临时医院被搭建、红十

字会等救助机构的工作流程得以优化，并

“现场罢免”一些行动不力的官员，在民众

面前维护了公信力。

但此次疫情的发生亦暴露了中国中央和

地方层面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方面存在

的不足，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正如

生物机体在应对病毒侵袭过程中会形成抗

体来进一步提升其抵御外界病毒侵蚀的能

力，任何一次自然灾害或疫情的发生亦会推

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使其应对风险冲击

的防御能力进一步提升。此次疫情发生后，

在社会力量的强大驱动下，这种能力建设和

制度完善已同步展开。疫情监测管理、灾害

救济、援助物资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等领域

都将出现重大制度变革。在治理能力现代化

领域，诸多政策创新开始得到实践的检验。

比如，前几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和

营商环境政策改革，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深刻

的检验，很多政府审批事项真正地实现了

“不见面审批”“数据多跑路、百姓不跑路”

的政策设计理念。

三是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力和经济结

构的优化，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数字经济已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2018 年

数字经济占中国经济体量的比重达到 34.8% 1，

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近六成中国企业均

在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此次疫情给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进一步按下了“快进键”2，诸多

技术理念受到真实场景需求的推动，有望在

未来迎来产业大发展。比如，京东智能配送

机器人成功地将医疗和生活物资从京东物

流武汉仁和站运送至武汉第九医院 3，智能会

议、远程医疗、网络教学、远程协同办公、

大数据检测等技术实现了从理念和小范围

试用到应用普及的井喷式发展，有助于促进

企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疫情还将促进

中国经济结构和资产配置的优化，如疫情催

生的居家办公模式使得商业地产等物业企

业面临的发展困境加剧，促进社会资本远离

不动产行业。相反，疫情亦推动企业和居民

对于不确定性风险认知意识的显著增长，从

而更多将资产配置到保险领域，而多元化资

产配置渠道将有助于居民和企业资产的结

构优化，逐步改变一直以来的“房地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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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随着内陆省份制造业迅速发展，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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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区域内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

四、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性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

量已经占到全球 GDP 的 16.3%，2019 年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38%。因此，

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也自然会

波及至全世界。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

1 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

2 唐洪涛：《疫情凶猛，数字经济按下快进键》，《首席数字官》，2020年2月17日。

3 新京报：《京东物流在武汉投入无人配送车实现医院无接触配送》，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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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自身的相对封闭性，疫情造成的经济

冲击将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在世界其他地

区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情况下，美国市场已

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安全港，近期美元币值

回升以及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下降都是受

这一趋势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危机对于美

国经济反而还会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在

华投资较大及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美国企

业而言，疫情的影响可能对其全年盈利造成

一定程度的减损。目前星巴克、苹果及迪士

尼等公司已经关闭其在华营业场所，达美航

空、美联航及美国航空等公司也将逐步暂停

中美之间航班，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及菲亚

特克莱斯勒等汽车企业也已经停止在华工

厂的运作。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从中国市场

获取的利润已成为公司总利润中重要的一

部分，从而势必影响到这些公司全年的业绩

表现。

当然，疫情对于中美经贸关系造成的最

大影响在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

延缓问题，尽管中国政府近日采取包括降低

对价值 750 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产品所加征

的关税以及扩大对进口美国产品关税豁免

的范围等措施，以期通过市场作用加大对美

国的产品采购和进口。然而，受到疫情防控

管制措施的影响，对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

的采购势必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美国政

府仍在考虑进一步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限制措施，甚至将民用大飞机发动机也纳入

考虑范围，这一举措必然对达成中国自美国

进口额承诺形成严重阻碍。因此，疫情之下

以及之后的恢复期内，中美双方仍需加强沟

通和磋商，以消除实施协议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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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自身的相对封闭性，疫情造成的经济

冲击将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在世界其他地

区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情况下，美国市场已

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安全港，近期美元币值

回升以及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下降都是受

这一趋势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危机对于美

国经济反而还会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在

华投资较大及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美国企

业而言，疫情的影响可能对其全年盈利造成

一定程度的减损。目前星巴克、苹果及迪士

尼等公司已经关闭其在华营业场所，达美航

空、美联航及美国航空等公司也将逐步暂停

中美之间航班，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及菲亚

特克莱斯勒等汽车企业也已经停止在华工

厂的运作。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从中国市场

获取的利润已成为公司总利润中重要的一

部分，从而势必影响到这些公司全年的业绩

表现。

当然，疫情对于中美经贸关系造成的最

大影响在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

延缓问题，尽管中国政府近日采取包括降低

对价值 750 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产品所加征

的关税以及扩大对进口美国产品关税豁免

的范围等措施，以期通过市场作用加大对美

国的产品采购和进口。然而，受到疫情防控

管制措施的影响，对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

的采购势必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美国政

府仍在考虑进一步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限制措施，甚至将民用大飞机发动机也纳入

考虑范围，这一举措必然对达成中国自美国

进口额承诺形成严重阻碍。因此，疫情之下

以及之后的恢复期内，中美双方仍需加强沟

通和磋商，以消除实施协议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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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荫凯 * 

中国国民财富基本特点及其
高质量增长的制度体系设计

【提  要】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拥有物质资料的存量总和，其规模可表征综合国力的

大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累积效率能反映发展质量的优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财富迅

速增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但一些地方和行业发展质量

较低、投资效率不高，以致产生的 GDP 未能高效形成国民财富。本文框定了国民财富的基

本内涵，对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国民财富增

长的相关重要论述做了认真梳理，以此为导引并立足发展实际，提出了国民财富高质量增长

的制度体系设想。

【关键词】  国民财富 ；特征 ；增长 ；对策

*  杨荫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事司司长。

一、国民财富的基本内涵

（一）国民财富的主要特征

1776 年，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

一书奠定了他在国民财富研究史上的拓荒

人地位。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什么是国

民财富、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做了论述，针对

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亚当·斯密

提出，构成一国财富的不是金银，而是人们

能够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亚当·斯密的这一界定，揭示了国民财富作

为“物”的基本属性。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国民财富的内

涵外延不断丰富拓展。目前国民财富虽未形

成国际通认的严谨学术概念，但作为“物”

的基本属性仍被普遍认可。各方面对国民财

富比较趋同的定义是指一定时点上全社会

（国家、集体、个人）在国内外所拥有的物

质资料的总和，包括历年社会劳动创造并积

累下来的劳动产品，以及已探明的实际或可

能被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

具体分析，国民财富至少有以下三个基

本特点。 

一是国民财富反映存量 , 也反映发展的

质量。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

的最终成果，反映的是流量和经济增长状

况，显示经济增长的活力。国民财富指的是

一个国家以及国民拥有物质资料的存量总

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主要衡

量流量的 GDP 大小，更取决于其所拥有的

国民财富多少，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

力，国民财富比 GDP 更客观全面。但存量

和流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一方面，存

量来自于流量的积累，资产、负债等都是如

此，每年借款在不断增加，在某一个时点就

19,2020,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

monetarypolicy/files/fomcminutes20200129.

pdf.

[34]Wei Shangjin, “Will the Coronavirus 

Cause  A Major  Growth S lowdown in 

China?”,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27, 

202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

commentary/china-coronavirus-three-

factors-limit-economic-impact-by-shang-

jin-wei-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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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E CHINA’S ECONOMY: 
WINNING ANOTHER BATTLE AGAINST COVID-19 EPIDEMIC

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he lead-up to the 2020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has inflicted great pain on tens of thousands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volving countless 

courageous Chinese citizens -- who otherwise would have spent the holiday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 in an unprecedented anti-virus war. Although normal economic activity and social order 

have been disrupte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growth of new confi rmed cases has been on a steady 

decline since February 3 across the country. Seeing optimistic signs, people now have begun to 

contemplate how to restore production to normal level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pidemic. This article 

refl ects on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hi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contain the fal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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