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方“两会”看 2022 稳

增长七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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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 月底，全国已有 30 个省份先后召开“两会”（天津因

疫情延期）。至此，2021 年地方财政经济成绩单和 2022 年的工作部署基

本出炉。2021 年地方财政经济有什么特征？2022 年地方两会释放了什么

信号？落实“稳字当头”有哪些抓手，如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 

2021 年各省份经济持续恢复增长，7 个省份 GDP 突破 5 万亿元。由

于 2021 年初设定的增速目标不高，完成目标的省份数大幅提升到 25 个，

而超额完成的省份以东部经济强省为主。广东经济总量达到 12.4 万亿元

（1.9 万亿美元），超过韩国，相当于全球前十大经济体水平，湖北增速从

-5%反弹到 12.9%。 

分产业看，23 个省份服务业占比下降，总体上反映出疫情对服务业消

费活动冲击依旧较大，但海南第三产业同比和两年平均同比增速均领先，

或体现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推进、旅游和批零等消费行业加快发展。二产

方面，北京、湖北、江苏、浙江、山西增速较快，其中北京主因疫苗等医

药制品产量大幅增加带动，湖北工业生产体现了疫后恢复，其余省份与电

子、化工、机械等产业以及山西煤矿业增长较快有关。 

分区域看，东北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连续 10 年下降，中部、西部地

区则持平2020年，东部地区小幅上升。北方和南方经济比重为35.2：64.8，

与 2020 年持平，但从变化趋势看，南北差异不断扩大。 

分三大需求看，各地出口表现超预期，投资和消费表现一般。23 个省

份出口两年平均增速超过 10%，其中东部地区保持优势，中部地区增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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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西部地区分化明显。内需方面，由于房地产投资“先扬后抑”、基建

投资“资金紧项目缺”、消费受到疫情反复的冲击，各地投资与消费表现

平平。 

从人均 GDP 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天津、广东、湖北、

重庆 9 省市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12696 美元）的水平。 

从人均收支情况看，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窄，但居民消费恢复缓慢。

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稳增长，上海、北京、浙江保持领先。多数省份

的城乡收入比介于 2 和 3 之间，均较 2020 年有所下降。27 个省份消费率

较 2020 年提升，但绝大多数省份均未恢复到 2019 年水平。 

“稳增长”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有 26 个省份的 GDP 增速目标高

于 2020-2021 的两年平均增速，但也有 26 个省份低于去年当年实际增速。

总体来看，将目标设为 5.5%、6%、6.5%、7%的省份分别有 8、5、7、7

个。主要经济大省的目标设定留有一定余地，如广东、江苏、山东的 GDP

增速目标均定为 5.5%，北京和上海分别设为 5%、5.5%。西部和东北地区

一些省份增速目标较高，完成目标可能困难。财政收入预期目标比 GDP 增

速目标更低，体现减税降费、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导向。 

全国经济增速目标可能定为 5%-5.5%区间，实际增速也有望落于这一

区间。各省份 GDP 增速目标加权均值（按各省份经济规模加权）从去年的

6.8%降至 6.1%，但与我们对今年全国经济增速的预期（5.2%）相比，仍

然超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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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是今年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投资、消费、产业升级

等作为“稳增长”着力点的重要性显著提升。30 份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

13 个省份的 2022 年首要重点工作体现了“稳增长”的要求。除此之外，

改革开放、区域协调、共同富裕是“稳”的保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得

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强调。 

各地利用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意愿十分强烈。多数省份提出“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向除了“铁公基”、水利、能源、生态环境等传

统基础设施投资以外，5G 基站、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充电桩、加氢站

等新基建也是重要关注点。城市管网、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内涝治理等市

政领域基础设施由强调“新建”转向“改造”，重要性亦有所提高。 

房地产投资方面，半数以上省份将“房住不炒”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房地产工作重点包括建设安居房、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

合理安排城市商品住房供应、农村危房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多个

省份明确了全年筹建保障性住房、公租房、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

方面的量化指标。 

此外，加快产业项目投资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上。

河北明确指出“聚焦 12 个省级主导产业和 107 个县域特色产业招商和引

进优质项目，以项目建设大成效推动河北大发展”。安徽提出“开展新兴

产业百亿项目攻坚，加快长鑫存储二期、中航锂电等重大项目建设”。辽

宁提出“开工建设兵器集团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加快 SK 海力士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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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性存储器 、鞍钢鲅鱼圈基地绿色低碳升级等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多省提出，促进新能源汽车、成品油、绿色家电等商品消费，培育壮

大批零、住宿餐饮、信息通信、文旅、体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护理

家政等服务消费。一是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支持直播电商、智慧零

售、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免退税经济、品牌经济、互动消费、沉浸式消

费等发展。二是要培育居民消费习惯和需求，例如健全城市、社区商业配

套设施，举办“购物节”，发放消费券，开展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

下乡活动等。 

26 个省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产业升级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

第一，推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链集群发展。第二，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包括科创服务、创新创意设计、商务咨询、

现代物流、金融、法律事务等生产性服务，以及数字信息服务、文化旅游、

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第三，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改造，

谋划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和路线图，防止“碳冲锋”和“运动式”减

碳。第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如浙江省提出推进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

产业发展，广东谋划推进空天信息、深海极地、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未

来产业。同时，聚焦基础学科、战略导向领域，大力投入基础研究，建设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争取重点实验室本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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