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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局面，中国经济

持续恢复，全年实现 8.1%的经济增长，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但下半年以来，

伴随多重冲击交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四季度经济增速降至 4.9%

和 4.0%。展望 2022，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如何？还有哪些支撑？对此，

我在 2021 年出版的新书《中国经济的韧性》进行了研判，结合当前的形

势看，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出口、外商投资、绿色投资、高技术投

资、数字经济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韧性的五大支撑。 

一是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高增长。疫情以来中国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尽

显，在海外疫情持续反复、经济恢复供不应求等因素下，中国出口持续强

劲表现。2021 年出口金额 3.3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创 2011 年

以来新高。净出口对 GDP 增速的贡献率为 20.9%，成为国内经济的重要支

撑。WTO 数据显示，2020 年以来中国货物出口金额占全球比重明显抬升，

维持在 14.5%以上。此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向中上游迁移，资本

品出口占比上升加快，国际竞争力增强。2022 年，随着海外商品需求回落、

供给侧趋于修复，增速或逐步回落，但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存不确定、国际

运输瓶颈缓解尚待时日，预计 2022 年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速，支撑

经济增长。 

二是国内市场再度成为外商投资热土。随着疫情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加之疫情后美欧货币政策大幅宽松，中国对外资的吸

引力持续增强。2021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 1.1 万亿元，创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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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比增长 14.9%。其中，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

17.1%、19.2%，明显高于平均增速，反映出引资规模和质量双升特征。

与此同时，中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吸引外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

第 31 位，并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列。未来，

受益于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产业配套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中国引

资还将持续保持高增长，外资在人才、技术等领域溢出效应也将进一步释

放。 

三是科技创新战略推动高技术投资高增。2021 年制造业投资表现亮眼，

两年平均增速从上年的-2.2%上升至 5.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

更是高达 16.7%，计算机、电子设备等行业增速保持高速增长。强化科技

创新的战略导向将长期利好高技术投资。科技创新战略导向下，政策面突

出强调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来将有更多资金流向高技术相关产业，

2021 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31.8%，比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增速高

18.1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 32.8%，表现亮眼。

在高技术投资的支撑下，预计 2022 年制造业投资保持韧性。 

四是“双碳”目标激活绿色投资新潜能。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021 年 10 月末，国务

院已发布双碳目标工作意见及碳达峰行动方案，工业领域及钢铁、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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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也已编制完成，中国碳减排计划已

步入全面发力阶段。虽然“双碳”目标约束下，短期将制约高能耗、高排

放产业的产能扩张，但中长期来看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绿色相关投

资，为经济带来新增量和释放新动能。据测算，“双碳”目标下，相关绿

色投资将超 100 万亿元。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2021 年底，中央和相关

部委已出台金融支持政策，如国常会决定设立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

再贷款，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等，这些政策将带动 2022 年清洁能源、

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相关投资需求。 

五是数字技术发展巩固数字经济地位。近年来，在 5G、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下，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据信通院测算，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近 5.4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具

体到产业层面，中国数字经济在产业规模、科技水平、平台影响力、独角

兽企业数量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疫情更是加速了中国数字化转型，以

“互联网+服务”为代表的新型消费迅速兴起。2020 年中国网上零售额达

11.8 万亿元，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 432.2 万亿元，高居全球首位。近期，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出台，为 “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

指明了方向。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已有 28 地出台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部分省份在“十四五”规划中均要求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要超过 50%。未来，在规划指引和各地积极部署下，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将更加全面高效，产业融合将进一步加深，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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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