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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2022 经济增长：需求端逻辑 
[Table_Title2]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预计 2022 年 GDP 增速 4.5%左右 

预计明年各季度 GDP 环比增速均在 1%附近，一至四季度

GDP 同比增速分别为 3.8%、4%、5%和 5%；2022 年全年 GDP 增

速在 4.5%左右。 

 

► 消费：汽车和服务消费或成结构性亮点 

居民收入中位数增速在 2020 年三季度达到高点，随后的 4

个季度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回落，今年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

两年复合增长率已降至 5%以下。失去收入增速回升的支撑，明年

消费整体呈现大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明年全年居民消费增

速在 5%附近。 

结构上，若海外疫情持续好转、本土疫情反复频次降低，服

务消费或将有较大改善空间。此外由于缺芯情况缓解和新能源汽

车相关政策利好，预计明年汽车类消费或将较明显增长。 

 

► 投资：明年下半年房地产基建或将触底回升 

房地产投资：通过对土地购置费和建安投资的测算，我们

判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在明年一季度达到低点，全年房地

产投资增速在-2.4%左右。 

基建投资：预计明年基建投资增速在 5%附近，今年下半年

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或将对明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形成支

撑，同时明年专项债部分额度有望提前至今年底下达。 

制造业投资：由于订单和企业盈利增速回落，预计明年二

季度起制造业投资将边际走弱，明年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约为

5.5%。受到信贷政策支持，碳减排相关行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

投资或将成为结构性亮点。 

综合来看，预计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在 3.2%

附近。 

 

► 出口：明年外需或将降温 

预计随着海外经济增速放缓，明年外需或将有所降温；同

时随着海外经济体的生产能力逐步回升，在疫情期间转移到我

国生产的部分订单面临回流压力。预计 2022 年我国出口增速

将在 7%附近。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或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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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煤电供应缺口、高杠杆行业控压、垄断行业整顿等因素影响，2021 年下半

年经济增速有所降档。本报告从需求端出发，对明年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情况进行

分析与预测，寻找明年经济增长的亮点。 

 

1.消费：汽车和服务消费或成结构性亮点 

三大需求中，消费在疫后的恢复程度持续处于较低水平。2020 年 GDP 最终消费

支出实际同比下降 0.9%，对 GDP 增长的拉动为-0.5 个百分点。进入 2021 年，由于本

土疫情时有反复、地区性灾害性天气以及居民消费意愿较低等原因，消费仍未得到大

幅度改善：今年以来除 3 月外，各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年复合增速均低于 5%，

距离疫情前 8%左右的增速仍有较明显差距。 

 

图 1  疫后消费恢复程度持续较低(2021 年采用两年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消费修复力度较弱与居民收入息息相关。从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看，2020

年以来，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增速持续高于中位数增速，前三季度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0.4%，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长 8.0%。侧面证明疫情以

来由于货币宽松等因素导致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速相对较高，而占据主体的中低收入群

体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采用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进行收入-消费分析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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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疫情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增速持续高于中位数增速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居民消费率来看，2021 年各季度消费率较 2020 年普遍有所上升，今年三季度

居民消费率回升至 65.8%，但与疫情前 69%左右的中枢相比仍有差距。 

图 3  居民消费率较疫情前水平仍有差距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与人均消费支出关系看（图 4），居民收入增速变化略领

先消费支出。观察疫情后居民收入与消费当季增速（2020 年及之前采用同比增速，

2021 年采用两年复合增速），可以发现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增速在 2020 年三季度达

到高点，随后的 4 个季度则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回落，2021 年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

中位数两年复合增长率已降至 5%以下。消费方面，疫情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持

续修复，增速连续上升至今年二季度的 7.1%，随后在今年三季度同样出现增速回落。

展望未来，失去收入增速回升的支撑后，预计明年消费的修复空间仍较有限。预计

明年全年居民消费增速在 5%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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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两年复合增长率降至 5%以下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消费结构看，今年以来，通讯器材类、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化妆品类、文化办

公用品类以及日用品类的消费增长较快，各类别 1-10 月限上零售的两年复合增速均

超过 8%；而建筑装潢材料、家具以及家用电器等房地产后周期消费以及中西药品类

零售增长较为缓慢或出现回落。 

展望明年，实物消费方面：房地产销售的持续回落，预计对建材、家具类消费

拖累仍将延续；对于今年年内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的石油制品等类别，随着明年 PPI

的回落，其消费增速或将有所下滑；由于缺芯情况的缓解和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利好，

预计明年汽车类消费或将有明显改善。服务消费方面，相较疫情前，目前差旅等类

别消费的修复程度约为 70%；若海外疫情持续好转，明年海外关联的本土疫情反复频

次降低，则服务消费或有较大改善空间。 

 

表 1 2021 年 1-10 月各类商品限上零售两年复合增长率 

限上零售类别 
粮油食
品 +饮料

+烟酒 

服装鞋
帽、针纺

织品类 

化妆

品类 

金银珠

宝类 

日用

品类 

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

材类 

中西药

品类 

文化办
公用品

类  

家具类 
通讯器

材类 

石油
及制

品类 

建筑及
装潢材

料类 

汽车

类  

1-10月两年复

合增长率 
8.4% 1.1% 14.0% 7.7% 9.8% 0.8% -1.3% 12.6% -7.6% 14.0% 1.5% -2.6% 5.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2.投资：明年下半年房地产基建或将触底回升 

今年受到政策对于高杠杆领域的控压，自年中起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出

现明显回落；制造业投资持续得到改善。展望明年，我们判断明年房地产、基建以及

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为-2.4%、5%和 5.5%，预计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在

3.2%附近。 

 

2.1.房地产投资：度过调整、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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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起，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结束了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高

速增长。根据统计局 10 月数据计算，房地产开发投资单月同比增速已降至-5.4%。 

图 5  今年 5 月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下滑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近月房地产投资快速回落主要受到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的持续影响：自去年

下半年起，针对房地产行业融资端、土地端以及销售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降低房

企杠杆率、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其中以“三道红线”和“两个上限”影响最为广泛。

房企维度，“三道红线”锁住房企有息负债增长空间；金融机构维度，“两个限制”进

一步压制涉房贷款比例。 

 

表 2 “三道红线”与“两个上限”收紧房企融资 

时间  政策来源 政策内容 

2020 年 8 月 23 日 
住建部、央行联合召开房地

产企业座谈会 

“三道红线”：房地产企业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

于 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 1。 

若三项指标全部“踩线”，有息负债不得增加；若指标中两项

“踩线”，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 5%；若只有一项“踩

线”，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可放宽至 10%；若全部指标符合要

求，则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可放宽至 1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

知》 

按照金融机构规模划分为五档，分别限定了其房地产贷款占比

与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第一档至第五

档的占比要求分别为不超过 32.5%、20.0%、17.5%、12.5%以及

7.5%；对于房地产贷款，第一档至第五档的占比要求分别为不超

过 40.0%、27.5%、22.5%、17.5%和 12.5%；三四五档银行占比可

在增减 2.5%的范围内进行调整。 

超出上限的金融机构，须制定业务调整过渡期内逐步达到管理要

求的调整方案，明确向管理要求边际收敛的具体举措。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网站，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6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6



 

 

证券研究报告|宏观研究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7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在抑制投机炒房、稳定楼市预期方面得到良好成效后，政策将更加优化，满足

刚需群体的购房需求。9 月 24 日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1 年第三季度例会，

明确要求“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随后央行座

谈会上，强调衔接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信贷工作。根据 10 月金融数据，以

房贷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在连续 5 个月同比少增后企稳回升；10 月末，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 37.7 万亿元，当月增加 3481 亿元，较 9 月多增 1013 亿元，数据显示房地

产销售端信贷需求逐步得到满足。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随着政策的边际放松，房地产销售或将由低点小幅回暖，但

“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改变，房地产市场重回“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从房地产销售与投资关系看，销售端不景气将导致房企将减少项目投资，对一段

时间后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产生影响。观察 2010 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速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关系，可以发现三轮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周期均造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下滑，且滞后时间均在 12 个月左右。 

图 6  房地产投资跟随房地产销售回落，滞后期约 12 个月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增速降幅来看，2010-2012 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时期，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

增速下降 52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降幅在 20 个百分点；2013-

2015 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时期，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下降 28 个百分点，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降幅为 14 个百分点；2017 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周期，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回落约 8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下降约

3 个百分点。从历史数据看，大约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降幅每扩大 2 个百分点，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额降幅增加 1 个百分点。 

 

表 3 历轮调控周期房地产销售与投资增速降幅 

 
回落周期 降幅 回落周期 降幅 回落周期 降幅 

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 2010.2-2012.2 52% 2013.2-2013.11 28% 2016.5-2016.12 8%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2011.2-2012.7 20% 2014.2-2015.5 14% 2017.4-2017.12 3%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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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轮房地产调控周期中，单月商品房销售增速（2021 年起采用两年复合增速）

由 2020 年 10 月的 15.3%持续下滑至今年 9 月的-3.5%，降幅为 18.8 个百分点，回落

时长 11 个月。根据房地产销售与投资的降幅对应关系，预计房地产投资两年复合增

速下降约 9.4 个百分点，将由今年 4 月的 10.3%降至明年 3 月的 0.9%附近。将复合

增速换算成同比增速，预计房地产投资单月同比增速将在明年 3 月降至低点，同比

增速-11%附近。 

图 7  预计房地产投资复合增速回落约 9.4 个百分点（2021 年起为两年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接下来我们从房地产投资结构入手，对其明年增速做出更精细的预测：房地产开

发投资完成额由土地购置费和建安支出构成，房企融资的收紧和房地产销售的下滑影

响着房地产企业的拿地意愿，一方面抑制了土地成交，造成土地购置费增速回落；

另一方面，房屋新开工面积的下滑将导致未来一段时间房屋施工面积增速的回落，

影响着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工器具购置支出。 

随着土地购置单价的提升，土地购置费占全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由 2016 年

以前的约 20%，逐步上升至 2019 年的接近 40%。2019 年至今，土地购置费占比相对

稳定：根据 2020 年全年以及最新公布的 2021 年 1-10 月数据，土地购置费占比均保

持在 37%，建筑安装工程及设备工器具购置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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