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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全年增长3.0%，低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

速高于沿海及周边地区，吉林和上海出现增速负值。分析经济增长的动能

要素，消费贡献率大幅度下降，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严重抑制了全社会的消

费需求，已经实在影响到民生经济。 

政府在发展经济和保障百姓生命安全间艰难权衡，在12月初退出动态清零

政策。同时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改革力度，着手刺激和促进居民消费。 

 

梳理2022年国务院及核心部门颁布的系列产业政策和规划，可以看到： 

鼓励领域：坚定不移地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推进数字经济，新能源战略

，乡村振兴。 

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

源为关键要素。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兴起和出口高速增长，为国家执行高

新技术制造业突破提供了模板。发展硬科技已成为共识。 

限制领域：房地产调控在2022年底终于出现松动、回暖，但房住不炒的主

基调很难改变。更可能是深化改革过程中进二退一的暂时妥协。房地产行

业规模庞大，未来依然是重点产业，但行业红利逐渐消退，类似于三十年

前的纺织、家电产业，进入成熟平稳期。 

 

实施产业结构转型，其更大的依托在于，中国高学历的人才培养已达到千

万级规模，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下的大学生数量将突破2亿人，理工科人

才总量近1.4亿。全社会人口素质结构将出现颠覆性的变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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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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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22年度中国GDP增长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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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GDP增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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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国GDP 12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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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2年度中国GDP季度增长率变化(%) 

季度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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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二季度受疫

情影响，GDP同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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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GDP 增速-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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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GDP 增速-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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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GDP 增速-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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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2 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三驾马车对GDP增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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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2年度中国GDP增长各因素动力变化 

经济增长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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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2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实际增速变化（千亿元） 

中国房地产景气周期被压制，增速出现异常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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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20年，商品房销售处于高景气周期，年均增

速为20%，2016年是过去10年的高点。 

• 2022年，持久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极大的抑制了

需求，增速出现异常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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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2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情况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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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 

b)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 

• 从1991年至今，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幅有两次低点，第

一次是1998年，当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幅只有3.5%。这一年中

国启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并启动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把不

挣钱的国企全部卖掉。 

• 2020/2022年，受疫情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幅出现负

值，2022为-1.7%，刺激居民消费已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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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增速及净出口额（百亿美元） 

海关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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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 

15 

2017-2022 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 

2.3 

-3.7 

13.5 

(5)

0

5

10

15

1
7

-0
1

 

1
7

-0
3

 

1
7

-0
5

 

1
7

-0
7

 

1
7

-0
9

 

1
7

-1
1

 

1
8

-0
1

 

1
8

-0
3

 

1
8

-0
5

 

1
8

-0
7

 

1
8

-0
9

 

1
8

-1
1

 

1
9

-0
1

 

1
9

-0
3

 

1
9

-0
5

 

1
9

-0
7

 

1
9

-0
9

 

1
9

-1
1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
1

 

2
1

-0
1

 

2
1

-0
3

 

2
1

-0
5

 

2
1

-0
7

 

2
1

-0
9

 

2
1

-1
1

 

2
2

-0
1

 

2
2

-0
3

 

2
2

-0
5

 

2
2

-0
7

 

2
2

-0
9

 

2
2

-1
1

 

CPI PPI • 中国PPI指数于2020年年中探底回升；2021

年大幅上扬，最高点达13.5。2022年又快速

回落，第四季度进入负值区间。 

• CPI指标于2020年底探底，但回升温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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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2 年中国货币供应M1和M2增速变化 

货币供应：M1增速小于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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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M1

M1：狭义货币供应量，即M0＋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 

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即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 

a) 当M1增速大于M2，通常意味着消费意愿强烈，各类资产的收益率走高。充裕

的流动性一旦流向资产投资领域，便可能成为助涨楼市或股市的推手。 

b) 若M1增速小于M2，表明企业和居民选择将资金以定期的形式存在银行，微观

个体盈利能力下降，未来可选择的投资机会有限，多余的资金开始从实体经济

中沉淀下来，经济运行回落。 

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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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22 年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速变化 (M1和M2之差) 

深度：M1与M2增速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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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增速超M2的主要因素有：(1)企业活期存款增速上升；(2)企业定期存款增速下滑；(3)个人存款增速下滑。 

• 从最近20年历史来看，大概有5次左右M1的高增长，M1的高增长，通常都伴随着经济向好。M1激增：(1)企

业持币观望，谨慎趋向投资。(2)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降低。(3)还有就是各种因素，大量个人的定期存款减少

了，全都成了企业(房地产)的活期存款了。 

S=M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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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22 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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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18 

PMI 指数：衡量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八个方面状况的指数。 

• PMI指标处于最近一轮下行周

期的末期，触底反弹：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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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重要经济政策：数字化战略、新能源战略 

19 

1 
新冠疫情坚持动

态清零 

• 3月，上海、北京、吉林等城市先后出现变异病毒，新冠疫

情反复，上海等地封城近3个月 

2 
限制国家领导干

部子女经商 

• 6月，中央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管理规定》，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

要举措 

3 
国务院推进数字

化战略 

• 国务院先后颁布《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

(2022-2025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

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4 
乡村振兴责任制

实施办法 

• 11月，国务院根据《乡村振兴促进法》制定本办法，构建职

责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乡村振兴责任体系，举全党

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全国一体化政务

大数据体系建设

指南 

•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

南的通知，强调，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

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 

6 
工业领域碳达峰

实施方案 

• 工信部《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期

间，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能源资源利

用效率大幅提升，建成一批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 

7 
氢能产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 

• 国家发改委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首次明确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要

充分发挥氢能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支撑作用                                                                                                                             

8 中共二十大召开 
• 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新

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9 
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峰会 

• 12月，中阿峰会发表《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宣布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10 
新冠疫情结束动

态清零政策 

•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于进一步

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结束动态清零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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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出口重点商品出口总额 (亿元) 

2022年全国出口重点商品量值 

20 

6,560  

11,713  

63,391  

136,973  

未锻轧铝及铝材 

陶瓷产品 

箱包及类似容器 

玩具 

成品油 

鞋靴 

家具及其零件 

钢材 

农产品* 

塑料制品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 

服装及衣着附件 

高新技术产品* 

机电产品* 

2021 2022 1,274  

1,448  

1,807  

2,536  

3,073  

3,707  

4,054  

5,411  

5,682  

9,527  

10,254  

15,701  

医疗仪器及器械 

船舶 

液晶平板显示模组 

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 

灯具、照明装臵 

通用机械设备 

汽车（包括底盘） 

汽车零配件 

家用电器 

手机 

集成电路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2021

2022

中国重点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亿元) 

+ 82.2% 

+ 7.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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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2021年中国高考录取人数及累计总人数（万人） 

中国高等教育培养规模：2021年大学录取人数100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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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录取人数(万人) 

累计总人数(万人) 

a) 建国后，1950-2021年间中国高校累计招生人数为1.45亿人，

约占总人口10%。 

b) 2020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为1001万，达千万级规模。预计

到2030年，中国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数量约2.5亿。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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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48岁以下的大学生累计人数：1.18亿 

22 

1997-2021年中国普通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及累计总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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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专科人数 

累计人数 

a) 1997-2021年间中国大学生毕

业累计人数为1.18亿人，其

最大年龄为48岁；研究生毕

业总人数为888万人。 

b) 2021年，中国研究生毕业人

数为77.3万人，2025年毕业

人数将达到百万级。 

c) 未来中国14亿总人口学历结

构将持续优化改善。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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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专 注 智 信 · 慧 见 洞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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