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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复苏态势，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目前疫情形势和

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今年 GDP 实际增速约为

5.3%，在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应将稳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全局性任务。进一步巩固经济恢复态势，确保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兼顾长远，为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打基础、聚动能。

2021 年，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

复苏态势。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外贸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制造业比重提升，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有

所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链供应

链加速重构，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

有效推进，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力进一步凝聚。

展 望 2022 年 ， 外 部 环 境 更 趋 复 杂 严

峻，疫情失控和供应链危机可能继续对全

球经济增长构成阻碍，而通货膨胀、金融

市场风险、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各国政策

权衡与协调困境等因素更增加了世界经济

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共同作用，2022 年增长下

行压力有所加大，具体经济运行态势总体

判断如下：

一是上半年稳增长任务较为突出。预

计今年 GDP 实际增速约为 5.3%，高于过去

两年平均增速，表明经济继续处于恢复态

势，但受疫情影响仍将低于潜在增长率，

宏观经济运行仍处于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分产业来看，疫情

以来工业增速快于 GDP 增速、服务业增速

慢于 GDP 增速的格局会延续，但边际上将

有所缓和。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与过去两年平均增速大体持平，服务业增

加值增速略高于过去两年平均增速。

二 是 CPI 温 和 走 阔 ， PPI 逐 季 回 落 ，

剪 刀 差 收 窄 。 综 合 考 虑 大 宗 商 品 价 格 传

导、部分领域关键零部件供应短缺、猪肉

价格可能触底回暖等因素，预计今年 CPI

涨 幅 呈 现 逐 步 走 阔 态 势 ， 全 年 平 均 上 涨

2.4%，仍处于温和区间，出现全面通胀风

险的可能性不大。在部分门类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涨势趋缓，以及我国多项保供稳价

政策作用下，预计我国 PPI 涨幅将呈现较

为 明 显 的 逐 步 回 落 态 势 ， 全 年 平 均 上 涨

5.7%。在 CPI 涨幅温和走阔、PPI 涨幅回

落的作用下，剪刀差将明显收窄。这一方

面意味着 2021 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成本推

升型结构性通胀格局将有所缓和，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上游价格传导转嫁的过程中，

中下游行业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以及终端

消费者仍将承受更高的通胀成本，尤其是

新能源汽车、家装、五金等领域价格上涨

压力较大。

三 是 就 业 总 量 压 力 小 于 2021 年 。 据

测算，今年将新增劳动力 1531 万人进入

就业市场，比 2021 年多 88 万人。但考虑

到今年是退休大年，退休人数大幅增加，

可 释 放 出 的 就 业 岗 位 比 2021 年 多 436 万

个，加之疫情后经济恢复势头延续等宏观

环境因素，今年总量层面的就业压力将小

于 2021 年。同时，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市

场需求结构不匹配、部分制造业企业招工

难与部分青年群体就业难矛盾并存、青年

大学生就业质量不高和隐性失业等结构性

问题仍须引起重视。未来几年，预计劳动

力市场“大进大出”的格局仍将延续，这

也为渐进式实施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创造了

空间。

随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逐渐恢复，

以及疫情基数效应的不断减弱，我国经济

增 速 总 体 平 稳 运 行 。 从 季 度 上 看 ， GDP

增速将呈现小波震荡走势。从结构来看，

由于疫情对三产负面影响大于二产，在负

面影响完全消除之前，工业增加值增速高

于经济整体增速这一趋势仍将继续。预计

今年基建投资将对经济增长形成温和托底

作用；消费有望进一步恢复；出口继续保

持一定韧性，但增速将比去年显著回落。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今年需关注的风

险 点 ， 应 继 续 做 好 “ 外 防 输 入 、 内 防 扩

散”工作。具体到经济领域，在全球疫情

阴霾未散、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新旧

动能转换的背景下，需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避免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经济增长是

一个全局性问题。基准情形下，今年实际

GDP 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只要加强

政策支撑力度，经济增速不会跌破 5%。高

频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动能自 2021 年 7 月

份以来持续处于偏弱状态，到目前为止尚

未出现企稳迹象，也进一步印证了稳增长

的必要性。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的风险需引

起高度重视，短期可能使得原本某些潜在

的风险加速暴露，结构性矛盾也将表现得

更为突出，增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难度。

防止初级产品供给短缺。初级产品的

供给保障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

利益。当前，我国初级产品供给短缺风险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初级产品

供给能力亟待增强。铁矿石、煤炭等部分

工业初级产品出现阶段性供给短缺，价格

上 涨 ， 导 致 大 量 中 下 游 小 微 企 业 承 压 明

显 。 二 是 农 业 初 级 产 品 供 给 能 力 仍 需 强

化。得益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国粮食

安全形势总体向好，但面对全球性粮食危

机，仍需强化粮食等农业初级产品的供应

保障能力。三是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初

级产品进口依存度超过 70%，受国际市

场影响较大；关键核心元器件进口依赖

度较高，技术创新亟待突破。

客观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精

准有效落实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通盘谋

划、久久为功。在具体执行的过程

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不利于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精准有效落实的

现象。如将长期目标短期化，对高耗能

项目“一刀切”关停，煤电项目抽贷断贷

等，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地方

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高碳、减碳动力

不足，仍存在以扩大内需和稳增长之名上

马高耗能项目的冲动。由于缺乏全国统一

且具有权威性的碳排放核算监测体系和绿

色 低 碳 评 价 标 准 体 系 ， 实 现 从 能 耗 “ 双

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考核

制度转变还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要做。

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

外溢效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

欧等发达国家实施了历史性的超宽松货

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股价股价、、加加

密货币密货币、、房价等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创下新房价等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创下新

高高，，全球债务也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全球债务也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国际国际

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明显增强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当前，，美联美联

储正在启动缩减购债计划储正在启动缩减购债计划，，议息会议公告议息会议公告

显示今年还可能实施多次加息显示今年还可能实施多次加息。。历史经验历史经验

表明表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美元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美元

回流回流，，抬高美元币值和美国国债利率抬高美元币值和美国国债利率，，从从

而改变大类资产定价基准而改变大类资产定价基准，，届时一方面可届时一方面可

能触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前期积累的风险能触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前期积累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能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另一方面可能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

流和汇率贬值风险流和汇率贬值风险。。

在对经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短

期宏观调控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考虑，为

促进我国经济恢复更加稳固和平衡，要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作为全局

性任务。适度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

发力适当靠前，同时做好跨周期调节，注重加强各

项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一是继续保持

适当的赤字规模，支出节奏适当前移，实施新的减

税降费政策。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

度，通过财政支出助力供给侧固本培元。三是优化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与

“十四五”重大投资项目匹配度，提高地方债发行和

使用效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专项债项目的积极

性。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降低人户分离人口比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缓解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收支矛盾。五

是针对疫情局部散发的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

施，稳定市场主体尤其是服务业中小微主体的预期

和信心。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上半年货币政

策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基础上，边际上可适度宽松，

保持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一是统筹用好再

贷款、再贴现、直达工具等结构性工具和货币政策

总量工具，保持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有力有

效的作用。二是供需两侧双管齐下，增强信贷总量

增长的稳定性。缓解信贷需求端的不合理约束，适

度提高市场化高效能主体的信贷意愿；增强对商业

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力度，提高

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能力。三是有效降低实体经济

存量债务利息负担，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

力市场结构性错配等因素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

微企业造成的成本上升压力。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破除劳动力市场结构
性矛盾。一是扩大市场的就业容纳能力，加大对民

营企业的减负力度，优化保市场主体援企稳岗的方

式。二是促进制造业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

培训的互动融合，增强制造业就业机会对青年劳动

者的吸引力，缓解制造业招工难问题。三是持续扩

大服务业就业的吸纳能力，科学统筹促进生活

服务等密接服务业加快修复，吸纳更多农村

适龄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提高农村劳动

力工资性收入。四是增强公共就业

服务的普惠性和政策精准性，将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转

军 人 、失 业 群 体 、就

业 困 难 人 群 等 作 为

就 业 政 策 关 照 重

点，把吸纳已育妇

女 就 业 情 况 纳 入

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考察。

提 升 产 业
链供应链韧性，
增 强 初 级 产 品
供 给 保 障 能
力 。 一 是 强 化

科 技 创 新 在 初

级 产 品 供 给 保

障 中 的 支 撑 引

领 作 用 。 健 全

新型举国体制，

推进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设，加快

优化基础研究和基

础应用研究支持体

系，着力解决产业链

供 应 链“ 卡 脖 子 ”问

题。二是强化能源

生产供应能力。加

快风能、光能等可再

生能源规模化发展，

有效发挥煤炭、煤电

等传统能源的托底

作用，持续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推动新能源和

传统能源形成保障合力，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

化。三是强化粮食现代供应链建设。坚持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数字农业等现代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

快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推动重要农产品国际

合作，扎实提升粮食保供稳价能力。四是强化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围绕提升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去隐患，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与

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应用，加快推动关键初级产品产

业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与数据化管理，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的完整性、安全性和抗风险性。五是强化初级

产品自主供给能力。坚持顶层设计、科学精准谋

划，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分类分批有序降低不

同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保持关键初级产品对外依

存度控制在合理区间。

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正确认识

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坚持全国一盘

棋，通盘考虑碳达峰碳中和有关能源和经济政策

落实。健全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建立全

国统一碳排放核算与监测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

区实现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

控”转变。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

系，编制出台分行业、分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和

各项保障方案。深化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

革，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和安全。大力推进燃煤发

电智能化发展，逐步推动煤化工产品高端化，加

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电、水电、光

伏发电，安全发展核电项目，稳步提升清洁能源

消费比重。加强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力度，构建市

场导向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优化新能源开

发布局，在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规划建设一批以

新能源为主的电源基地，加快构建新型智能电力

系统，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能力。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

区域协同治理，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

动重点行业领域绿色化改造，不断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积极总结推广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实践经验，扩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城市范围。完善生态文明财税支持政

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工作。要审慎做好房地产市场稳房价、稳预期、稳

投资工作，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一

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个别头部房地产项

目逾期交付风险。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社会稳

定、国家和群众利益不受损失。二是审慎管理四五

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做好稳房价、稳预期工作。避

免房地产企业在“三道红线”压力下为补充流动性

出现过度降价促销，引发部分四五线城市房价下跌

压力，加剧房地产行业债务风险。三是稳定房地产

市场投资和消费。疏堵结合，合理增加人口净流入

城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以及相关土地指标和

信贷供给。合理保障资质良好的刚需群体的住房

抵押贷款需求。加强住房开发贷款集中度管理，防

止中小商业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个别房企。

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国内宏观政策，防范美联储
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外溢风险。一是密切跟

踪研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宏观经济形势、通货

膨胀和资产价格变化，针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调

整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进行沙盘推演，提

前准备政策预案。二是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

窗口期，要审慎做好资本项目管理，防止热钱大规

模流入流出。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增强人

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三是坚持以我为主实施

国内货币政策。面对中美经济周期错位、增速差

收窄的格局，适度调高稳增长在宏观政策制定中

的权重，避免货币政策跟随美联储被动收紧，避免

人民币“一揽子”汇率跟随美元指数被动升值。四

是密切跟踪分析外需外贸形势以及外贸企业经营

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应对措施，巩固疫情期间新增

的海外市场。

（执笔：李雪松 冯 明 娄 峰 左鹏飞 孙博文）

重点关注企稳保供防风险

加强逆周期调节和协调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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