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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优化财政政策  提升创新链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闫坤  刘诚 
 

    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稳健复苏 

    2020年第三季度，随着全球封锁措施放松、各国政府和央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部署财政

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全球经济正在从今年上半年的衰退深渊中恢复，但是复苏缓慢。同时，前

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 V 型反弹，增速由负转正，国内生产总值 722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0.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呈现稳

健复苏态势。 

    中国经济逐渐恢复的同时，在产业结构、技术含量、数字化程度、产业链内循环水平等方面

出现了明显改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中央要求高度一致。 

    第一，高技术推动工业加快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贡献力量。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9%、4.7%。

从产品产量看，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8.2%、14.7%。可见，工业技术含量总

体上显著提升。投资数据也是如此。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30亿元，同

比增长 0.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9.3%。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21.2%、9.3%。 

    第二，数字化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前三季度，服务业实现稳步复苏。三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 4.3%，增速比二季度加快 2.4个百分点。数字化和信息化相关产业，成为服务业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行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15.9%、7.0%，分别比上半年提高 1.4、0.4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

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0.4%、16.9%、16.8%，远高于第三产业投资增速

（2.3%）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8.7%）。这一趋势也在消费端和外贸领域得到验证。 

    第三，服务贸易逆差缩小，结构优化。前 8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9896.2亿元，同比

下降 16.3%。其中，出口 12370亿元，下降 2.2%；进口 17526.2亿元，下降 24%。尽管服务贸易

规模下降，但服务出口表现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贸易结构优化。1-8 月，中国服务出

口降幅小于进口 21.8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50.6%至 5156.2 亿元，同比减少 5275.2

亿元。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上升。1-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3173.9亿元，增长

8.5%，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4.1%，提升 10.1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6928.9

亿元，增长 8.5%，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56%，提升 5.5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

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今年 9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

京举办，致力于推动中国服务进出口。 

    第四，三驾马车齐发力，带动经济正增长。从投资来看，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8%，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2%，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制造业

投资下降 6.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5.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随着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陆续下达，项目开工和资

金到位情况持续好转，推动投资不断回稳向好。 

    从消费来看，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3%，增速比 8月份加快 2.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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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来看，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0.7%，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其中，9月份

出口大幅增长 8.7%。从利用外资来看，1月至 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718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5.2%（折合 1032.6亿美元，同比增长 2.5%），今年以来首次实现人民币、美元累计指标“双转

正”。 

    第五，CPI和 PPI剪刀差收窄，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改善。9月，CPI同比上升 1.7%（预期

1.9%，前值 2.4%），PPI 同比-2.1%（预期-1.8%，前值-2.0%），CPI 与 PPI 剪刀差从 4 月 6.4%高

点降至 9月 3.8%，连续 5个月下降。剪刀差持续收窄主因是疫后供需矛盾缓解和 PPI上游结构性

好转，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改善。一方面，随着疫情后供需矛盾的缓解、猪价同比增幅缩小，食

品项增幅收窄，叠加非食品表现低迷，CPI同比自 5月逐步回落至“2%”以下。另一方面，随着

疫情后内外需修复，PPI同比自 6月降幅明显缩窄。 

    第六，就业和居民收入趋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比

8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中 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8%，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0.6

个百分点，与 8月份持平。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比 8月份下降 0.2个百分点。前

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81元，同比名义增长 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0.6%，

年内首次转正，上半年为下降 1.3%。 

    展望四季度乃至全年，中国经济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保持目前态势。同时，也要看到，

当前境外的疫情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

足，地区、行业、企业的恢复还不均衡，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预计四季度经济

增速有望加快至 5%以上，全年经济增速有望维持在 2%以上。 

    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政策后劲依靠效率提升 

    作为疫情期间最重要的政策之一的财政手段，收支缺口不断扩大，政策空间在缩小。一方面，

财政收入增速下降。2020年 1-8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768亿元，同比下降 7.5%。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259 亿元，同比下降 10.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67509

亿元，同比下降 5.1%。全国税收收入 108236亿元，同比下降 7.6%；非税收入 18532亿元，同比

下降 7%。1-8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7030 亿元，同比增长 2.3%。其中，中央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2343亿元，同比下降 16.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44687亿元，同比增

长 3.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2017亿元，同比增长 9%。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也在下降，但降幅较小。1-8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9925亿

元，同比下降 2.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1276 亿元，同比下降 4.1%；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28649亿元，同比下降 1.7%。1-8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3889亿元，

同比增长 21.1%。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1516 亿元，同比下降 6.2%；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相关支出 62373亿元，同比增长 2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38947

亿元，同比下降 12.7%。 

    中国的地方债、专项债发行较快。截至 9月底，地方债累计发行 56789亿元。新增债券完成

全年发行计划的 91%，其中一般债券完成全年计划的 95.8%；专项债券完成全年计划的 89.7%，

完成已下达额度的 95%。留给第四季度的空间已经比较小。 

    综上，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都下降，而收入下降幅度更大；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和支出都上升，而支出上升幅度更大，财政赤字率正在攀升，财政政策实施空间收窄。 

    提升我国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势在必行 

    疫情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总量上的，更是结构上的，确切地说是局部产业链受影响更大。受疫

情影响，“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全面凸显。世界主要大国纷纷重构国家科技供应链体系，强化其

全球科技主导力将成为新趋势。同时，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自给自足趋势不断增强，跨国

链条断裂风险增大。 

    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内循环能力。面向未来，中国应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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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创新链和产业链水平。特别是，在财政赤字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财政政策效率提升创新链

和产业链水平。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工业基础产业链补短板。中国工业门类齐全，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

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对于那些对未来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处于供应链上游的技术或具

有较长成熟度的技术，应该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和投资补贴。 

    第二，提升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把握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变动轨迹，采取适合本国

数字贸易的发展路径，我国才能把握数字贸易时代的发展机遇，以推动实现全球价值链迈向中高

端，提升未来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中的话语权。实现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以价值链发展和

贸易模式转变增强中国产业穿透力。 

    第三，加强服务业的技术创新。长期以来，中国产业发展非常依赖外需和出口导向，导致制

造业过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受抑制，二、三产业不协调。未来产业发展更加依靠自主技术创

新，尤其是三产的技术创新。 

    第四，构建“三链融合”的科技服务平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问题，归根到底是技术

问题。要突破地理边界和行政边界的束缚，积极打造多尺度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可探索建立跨越

边界的开放型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围绕各区域产业、创新的实际情况，协同开展创新服务体系建

设。 

    第五，权衡财政力度，控制地方债风险。在扩大财政政策力度，提高赤字率和地方债的同时，

还需注意到财政紧平衡问题日益凸显的现实。财政收入低增长和高企的地方债务并存，是采取进

一步财政刺激措施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地方债发行前须谨慎评估，应严控潜在风险较大地区发债

金额；加大疫情地区地方专项债发行，采取税收优惠或减免等方式降低疫情相关企业的生产运营

成本和融资成本。 

    第六，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财政资金应集中投向就业、民生、疫情防控、

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创新财政手段，通过特别国债、消费券等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特定企

业、特定群体进行精准扶持；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稳增长和社会治理水平攀升良性循

环。围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用好资金。一方面，督促指导各地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

和项目建设进度及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另一方面，组织做好 202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编

制工作。 

    第七，大幅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稳定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在我国外贸结构里面，中间品

贸易占进口比重长期保持在 60%至 70%，占出口比重也在 40%以上。建议大幅降低中间品关税，

可考虑在海南自贸港和上海自贸区范围内适当提升中间品零关税商品比重。以进口带出口、吸引

外资流入、增强产业竞争力、稳固并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鼓励各地建设中试基地，

利用我国的超大市场规模吸引外资，稳住中间产品供应，抢占先进技术使用权。 

    第八，更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应鼓励我国企业参与制定数字技术多边标准的议程，加快中

方技术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推广；鼓励企业与境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对外

投资联盟，整合企业在信息获取、销售渠道等资源，推动企业“抱团出海”；支持外资企业参与

科技创新事业，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理念，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