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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局势更加严峻复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社会等方方面
面，更加严峻复杂。美国某些政客为了摆脱抗疫不力、在国际社会上不遗余力抹黑
、“甩锅”中国，并对华为、企图在经贸、科技等领域与中国“脱钩”，并试图制
造“意识形态冲突”，拉开“铁幕”以形成“冷战”格局孤立中国。虽然美国围堵
、但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正积极向美国靠拢，印度更是不顾国际形象和市场准则，
并为中国企业、虽然国际社会中部分政客为了一己之私不断制造政治、摩擦和对立
，逆全球化潮流而动，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受疫情影响，全球经贸、但
从长远看，国际社会在卫生、通过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全
球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
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NEW

本来如果中国没有这次疫情发生，国内经济重心也是呈现下移趋势，导致一季度，
国内经济基本上停摆，所以短期内，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了全球经济
最新预测，已看到除中国印度等少数经济体有1~2%正增长之外，其它主要经济体
都是负增长。对中国百姓而言，危中也有机，中国也可以借此机会大力发展高科技
、高端制造产业，完成经济由投资、出口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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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展望下一步，毛盛勇说，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分区分级分类
分时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有效
贯通，加强宏观政策对冲力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潜力，努力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
序，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毛盛勇认为，内需方面要扩大消费需求，也要扩大投
资需求，两个轮子不能偏颇。外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稳住外贸外
资基本盘，动力和潜力。在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减税
降费要进一步推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努力降低企业贷款成本。“从下一阶段
来看，如果疫情防控做得比较好，政策效应下半年还会不断显现。我对全年经济平
稳健康运行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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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国内经济和政策？

生产影响不大，消费冲击明显。但会明显影响消费增长。本轮疫情或拖累全国社消
零售增速约2.9个百分点，政策易松难紧：但宽松预期走得太快。本轮疫情明显增大
了经济下行压力，后续政策易松难紧，短期内宽松预期走得步子太大，需要纠正。
需要关注美元流动性收紧。美国就业通胀都在明显改善，美元流动性严重过剩，ta
per是大势所趋，需要关注美联储近期表态，8月27日是央行年会。美元流动性一旦
收紧，对新兴汇率、权益和债券资产会带来冲击。利率债边调边配，权益关注结构
，静待政策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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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机遇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
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在疫情倒逼下，我国经济社会呈
现出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态势。在数字化方面，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移动
支付等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发挥了巨大作用。仅动用几十名技术人员，实现了智
能精准识别并高效匹配。在智能化方面，从红外热成像无接触快速测温到辅助诊断
技术，从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到远程办公……一系列人工智能产品和应用扛起了战疫
”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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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执政环境探析

外交和国际舆论斗争，冷战结束以后，外交斗争日趋激烈。保持国家性质不改变，
在目前新形势下，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国家
总是喜欢利用国际舆论这一特殊工具丑化敌对国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设立
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它来统筹安排今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新局势需要中国领导层
采取范围更广、国安会就将承担这样一个作用；第二，特别需要有这样一个中间环
节，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内要维护国土安全和国家稳定，面对国内涉及国家安全、需
要倾注更多力量来进行统筹规划和议决。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
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投资领域问题也不少；可持续发展问题严
峻，经济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多样化增长；“三农”问题尖锐，利益冲突表现
得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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