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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经济学家联名发文
吁北京把放开经济活动放在优先位置

随着中国防疫政
策逐步转向，为经济
活动松绑的呼声也日
渐高涨。六位知名经
济学家联名发文，呼
吁决策层将放开经济
活动放在优先位置。

根 据 微 信 公 众
号“泽平宏观”星期
六（12月3日）发布
的文章，联名发文的
六名专家是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 洋 、 副 院 长 黄 益
平、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张军、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
章、如是金融研究院
院长管清友，以及中
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
会长任泽平。

文章指出，奥密
克 戎 病 毒 致 病 性 减
弱，加上疫苗接种普
及和防控经验积累，
为优化疫情防控提供
契 机 。 近 年 疫 情 反
复，对中国经济造成
较大冲击，尤其小微

企业和普通民众面临
较大困境，裁员潮席
卷各个行业。受此影
响，今年大学生就业
形势十分严峻。

提七建议包括消
除国内出差旅行过严
限制

文章因此提出七
点建议，包括开放公
共交通、写字楼、餐
馆、酒店、物流、商
场等场所经济活动；
统一全国防疫标准；
消除国内出差旅行过
严限制；做好放开经
济活动的舆论宣传。
同时请医学界专家研
究 优 化 方 案 的 可 行
性，如加强老年人疫
苗接种普及，做好病
毒科普工作等。

六名经济学家建
议 将 明 年 中 国 经 济
增速目标定在5％以
上，“向各界传递把
发展放在首要任务、
放开经济活动的明确
信号，以稳定预期、

提振各方信心”。
文章也呼吁通过

有力措施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加大对制造
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松绑房
地产限购限贷政策，
并用好降息降准等金
融工具，支持企业加
快恢复经济活动等。

这篇文章发布后
几小时阅读量就破10
万，并在多个社交媒
体平台上热转。有网
民认为，文章至今未
受屏蔽，“说明和上
面的想法出入不大”
。

尽管中国经济在
今年上半年就已因严
苛封控而受重挫，官
方也多次开会部署“
稳经济”，但直到11
月才开始大幅放宽防
控 措 施 。 经 济 师 普
遍预计中国全年经济
增幅仅有3％左右。
市场期待中共决策层
在本月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上，释放出更明确的
利好消息。

随着其他国家陆
续全面解封，中国作
为“世界工厂”的优
势也正在流失。《华
尔街日报》引述消息
人士称，苹果公司代
工厂富士康郑州园区
上月接连发生员工因
担心染疫出逃及劳资
纠纷事件，迫使苹果
加快将生产线撤出中
国的计划。公司正指
示供应商更积极地准

备在其他亚洲国家组
装产品，尤其是印度
和越南。

中国大陆上周六
新增本土感染者3万
1601例，连续第六天
回落。更多城市放宽
核酸检测要求，加大
复工复产力度。

高盛报告：近期
变化应视为 为退出清
零做准备而非放弃

上海和山东省从
星期一（5日）起，
乘 坐 市 内 交 通 工 具
和前往公园、景区等
户外公共场所，不再
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黑龙江省会哈尔
滨进入经营场所和单
位、乘坐市内公交不
再查验核酸证明。广
西省会南宁除了酒店
和景区外，其余场所
不再要求出示核酸证

明。
此前封控超过百

日的新疆乌鲁木齐市
也宣布，大型商场、
超市、饭店等商贸服
务 企 业 本 周 起 恢 复
正常生产经营，电影
院、健身房等场所也
重新开放。

不过，高盛同天
发表的简报指出，中
国防疫政策近期发生
了许多变化，但不代
表政府已放弃清零政
策。“我们将其视为
中国政府为退出（清
零）做准备，并试图
将防疫经济和社会成
本降至最低的明确证
据。准备过程料将持
续几个月，期间也可
能遇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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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多家商场陆续恢复营业。
图为12月4日市民在北京通州万达

广场购物休闲。（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