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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6日两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每年的两会不仅是全国的重要会议，也是最高级别的政府部门与

全社会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社会各界都希望从两会海量的内容里找到最关注、最有价值的信息。

经济金融运行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新常态”提出以来，人们逐渐接受了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常态”就

是正常的状态，但“新常态”下经济金融还会有哪些新问题、新情况？社会还在不断更新、补充和完善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和预期。从今年的两会特别是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和“一行三会”的记者会上，能够清晰地得到一

个预期——改革与稳定的平衡。

改革必须要搞。总理没有否认和回避问题，承认我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和冲击，并且我国

经济本身也在转型，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在凸显，下行的压力在持续加大。但是我国还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

但可持续的路，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而且会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要去过剩产能、降低企业的杠杆率；要推

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简政、减税，释放市场活力；要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要以市场化、法制

化为方向，完善和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等。

稳定必须要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要保，经济不会滑出合理区间。民生问题必须要保，要保职工的饭

碗，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养老基金等。金融稳定必须要保，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

改革也必须要保稳定，这一点在证券业表现的更为突出，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明确表示，注册制不能单兵突

进，未来几年不具备推行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证监会的所行所言强化了这一信号，即必须要进行的改革也一

定要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

平衡必须掌握好。总理在回答关于淘汰过剩产能的问题时说，“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双赢，在去产能、促发

展、稳就业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掌握平衡需要有足够的控制力，我们有这个底气：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释放市场的活力，“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等

“新经济”正在培育“新的动能”，我们有政策储备，有资金储备，还可以创新宏观调控手段，释放改革红利。

预期的重要性在于，理性预期有自我实现机制，按照理性预期行为的结果必然和预期的结果相一致。但预

期管理复杂、微妙，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社会的预期管理。社会主体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会不断的形成、纠

正和完善预期。理性预期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经济理论和模型做出的最为准确的预期。一些人“改革”

与“稳定”的预期已经形成，并将按照这一预期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一些人还需要寻找更多的支撑和证据。

但不论如何，经济社会某种理性预期的形成就是走向这一状态的开始。

改革与稳定的平衡

一些人“改革”与“稳定”的预期已经形成，并将按照这一预期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一些人还需

要寻找更多的支撑和证据。但不论如何，经济社会某种理性预期的形成就是走向这一状态的开始。

□ 宋 亚

——来自2016年两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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