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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证券时报发起“时报经济眼：2024 年三季度经济学家问卷调查”，受访者包括
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知名院校的权威经济学家。

本期问卷分别从三季度经济政策感受、经济形势研判和四季度宏观政策预测三个方面设
计问题，特别邀请受访经济学家评价 9月下旬以来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截至 10 月 16 日，
共收集到 61 份答卷。在人员构成上，受访者有 35 人来自金融机构，7人来自政府部门，19
人来自高校、智库以及非金融企业相关人士。

受访经济学家对一揽子增量政策评价积极，看好增量政策落地见效改善经济基本面，推
动楼市销售回暖，吸引外资流入，推动四季度经济企稳向好。多数受访者认为，四季度经济
工作的关键是落实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尤其是增量财政政策要尽可能在年内发力。受访者看
好年内提高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或提高预算赤字，还建议提前下达部分明年的超长期特
别国债和专项债券额度。

一揽子增量政策

改善受访者预期

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全球经济逐渐降温等因素影响下，7月、8月多项经济指标走弱，
反映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对于 2024 年三季度经济发展表现，70.5%的



受访经济学家感受偏冷。对于三季度经济增速水平，63.9%的受访者认为处于 4.5%至 5%区
间。

9月下旬以来，党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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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95.1%的受访者对一揽子增量政策力度的打分评价集中在 3至 5 分（满分
5分，分数越高代表政策力度越大），反映受访者对一揽子增量政策评价整体偏积极。其中，
27.9%的受访者打 3分，50.8%的受访者打 4分，16.4%的受访者打 5分。

调查还显示，对于一揽子增量货币金融政策与资本市场支持政策，分别有 55.8%和 65.6%
的受访者认为政策力度大超预期。对于房地产支持政策，有 60.7%的受访者认为政策力度符
合预期。

随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一揽子增量政策在近日陆续落地，受访者对未来半年中国经济的预期
转好明显。11.4%的受访者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半年将表现为“偏热”态势，62.3%的受访者
预计经济将保持适度增长。此外，认为未来半年经济运行将“偏冷”的受访者占 24.6%，较
上季度下降 27.9 个百分点。

受访者的预期转好还体现在“证券时报经济预期热度指数”走势上。根据本期问卷调查
结果编制的 2024 年四季度“证券时报经济预期热度指数”为 45.85%，较上季度大幅上升 10
个百分点。

看好楼市销售热度提升

股市汇市预期偏积极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升较快，“十一”假期市场消费旺盛，部分城市楼市成
交量回暖……多项先行指标显示，近期市场预期明显改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对四季度
民间投资信心、房地产销售热度、跨境资本流动以及股市景气度预期较上一季度问卷调查结
果更加积极。

对于四季度经济基本面，93.5%的受访者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继续上涨，
其中有 70.5%的受访者认为 2024 年末 CPI 涨幅不超过 1%；59%的受访者认为四季度就业形
势有望企稳，城镇调查失业率或与三季度保持基本一致。

日前，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均明确释放加大助企帮扶力度信号。调查显示，相信四季度民间投资信心将小幅提升的
受访者占比达到 50.8%，较上季度结果大幅提升 27.8 个百分点。

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是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重点方向。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四季度房
地产销售热度的预期偏积极，有 68.8%的受访者认为四季度房地产销售热度将小幅提升，较
上季度结果大幅提升 35.9 个百分点。



考虑到主要海外发达国家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叠加我国一揽子增量政策陆续落地，
72.2%的受访者预期四季度跨境资本将保持净流入状态；82%的受访者认为四季度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大部分时间将保持在 6.9 至 7.1 区间内，而上季度多数受访者对三季度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的预期区间是 7.2 至 7.4。

对于四季度的股市景气度，54.1%的受访者打 4 分（满分 5分，分数越高代表景气程度
越高），较上季度调查结果大幅提升 49.2 个百分点；还有 39.3%的受访者打 3分，整体显示
受访者对四季度股市景气度预期偏积极。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邱冬阳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推出的宏
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组合拳”已显著改善市场预期。一系列金融政策释放的信号迅速激发了
资本市场的信心，促进了交易量的增长和大盘的稳固回升。这进一步印证了市场并非资金匮
乏，而是信心不足。

增量政策落地是关键

希望年内提高预算赤字

在受访经济学家们看来，一揽子增量政策能否落地见效、房地产市场能否筑底企稳是关
乎四季度中国经济企稳的关键因素。

展望四季度中国经济形势，83.6%的受访者认为增量逆周期政策落地见效，将推动四季
度经济行稳向好；54.1%的受访者还指出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降息周期，有助于改
善全球流动性和融资环境，提升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活跃度。此外，32.8%的受访者看好四季
度房地产市场将边际回暖。

此外，有 65.6%的受访者担忧增量逆周期政策实施成效在四季度不及市场预期，也有
50.8%的受访者担心房地产市场跌势延续。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已经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态，国家发改委将
和各部门、各地区一起，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打出一套“组合拳”，“力争年内见到
更多实效”。

由于待履行法定程序，部分增量财政政策在实施规模与落地时点上尚未确定。有 77.0%
的受访者认为，财政部有必要提高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额度；65.6%的受访者认为有
必要提高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此外，还有 63.9%的受访者建议，提前下达部分 2025 年超
长期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以更大力度支持宏观逆周期调节。

“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 5%的目标，四季度的财政支出是关键。”北大国发院宏观与绿
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对证券时报记者说，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财政乘数显著高
于政府投资。若能在本年的债务限额范围内安排 2000 亿元—3000 亿元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转
移支付，更有助于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