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 8.1%

背后的未来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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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核心观点： 

1、中国经济实现 8.1%增速，再次领先全球经济增速与新兴市场增速； 

2、2021 年经济增长“由高到低”的成因：全球“上游通胀”造成中

国“下游通缩”； 

3、2022 年经济增长“由低到高”的内涵：政策发力与市场回暖驱动

经济走向复苏； 

4、通胀数据呈现出的双回落态势，为 2022 年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

更为有利条件； 

5、建立的“出口优势”，如产业链完备、供应链稳定、技术升级等，

将在“双循环”战略下为经济发展贡献更为长期的价值； 

6、2022 年经济亮点：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将实现更为有效的结合。 

2021 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势收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

2021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143670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1%。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18.3%，二季度

增长 7.9%，三季度增长 4.9%，四季度增长 4.0%。 

在 IMF 最新预测中，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 5.9%，其中新兴市

场和发达经济体实际 GDP 增速分别为 6.4%和 5.2%。中国经济实现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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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再次领先全球经济增速与新兴市场增速。 

在经济总量数据可喜可贺的背后，我们更需关注的是，从长期来看，

中国经济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到 2035 年中国要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则需要在保持经济一定增速的前提下，继续深化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而从短期来看，由于全球疫情持续反复，中国经济正面对多年未见的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2022 年在“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政策发力将适当靠前，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

调控政策也将更有机地结合。 

一、2021 年经济增长“由高到低”的成因：全球“上游通胀”造成中

国“下游通缩” 

2021 年中国经济增速实现“由高到低”的走势，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影

响所导致。从外部来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以

及全球供应链、能源等问题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高位，造成全

球“上游通胀”的局面。而全球的“上游通胀”问题则造成了中国经济持

续性的“下游通缩”难题。 

从内部来看，为经济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实现更为长期平稳的发展，

多项行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以及在双碳目标下的能耗双控、限电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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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大量中下游中小企业面临上游成本冲击的发展困境，市场主体预期持

续转弱。 

而伴随着 2021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正确认识”，进行

适度的政策纠偏；和保供稳价效果的有效显现（如煤炭、螺纹钢等大宗商

品价格回落明显）；以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加速缩减退出；

国际原油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全球供应链紧张局势逐步缓

解，中国经济的“下游通缩”以及市场主体的预期转弱将得到有效缓解。 

二、2022 年经济增长“由低到高”的内涵：政策发力与市场回暖驱动

经济走向复苏 

2022 年的中国经济，将实现“前低后高”的稳中求进之势。从内部政

策层面来看，面对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七大政策部署。其中，在宏观政策中的财政政策

部分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在货币政策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

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

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这些政策皆表示出经济中“有形

之手”将大幅提升扩大内需的效力。 

此外，通胀数据 12 月 CPI、PPI 呈现出的双回落态势，以及其剪刀差

持续缩小，则为 2022 年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为有利条件（《中国人民

银行法》中给出的中国央行两大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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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货币宽松的窗口正在逐步打开，政策发力将适当靠前（2022

年 1 月 17 日，央行开展 7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 1000 亿

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MLF 操作和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均下降 10 个

基点，本月进行超额续作 MLF 并实施降息）。 

而伴随着政策发力的适当靠前，供给冲击的有效缓解，以及内需的逐

步恢复，中国经济将于二季度前后走出此轮短期周期中的衰退期，进入新

的一轮复苏期。 

值得注意的是，从外部来看，虽然 2022 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超宽

松货币政策加速缩减退出，以及伴随着全球疫情的恢复，美国、日本、德

国等出口强国出口份额实现回升，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将逐步走弱，

但近两年我们建立的“出口优势”，如产业链完备、供应链稳定、技术升

级等，将难以消失，这也将在“双循环”战略下为经济发展贡献更为长期

的价值。 

三、2022 年经济亮点：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将实现更为有效的结合 

目前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在 2021 年已达到 1.2 万

美元左右，接近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世界银行 2020 年 7

月确定的高收入国家最新标准为人均 GDP12535 美元）。中国经济正处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而经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主要看驱动经济增长的底层动能能否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依靠资

源或者廉价劳动力），向技术创新驱动（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创新发展活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6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