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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较好完成 2021 年预期目标，2022 年目标普遍下调

2022 年 1 月以来，除天津因疫情推迟外，其余 30 个地区陆续召开两会并发布

政府工作报告。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 2021 年工作，提出 2022 年主要经济指标

目标和工作重点任务。主要有以下关注点。

第一，2021 年各地区较好完成年初预期增长目标，2022 年经济增速目标普遍

下调。在 2020 年较低基数的背景下，2021 年大部分地区 GDP 实现了 7%以上的较快

增长，除云南、宁夏、西藏外，其他地区均实现了年初的预期增长目标。其中湖北

由于上年基数明显偏低（GDP 下降 5%），2021 年 GDP 增速排名第一（12.9%）。从

两年平均增速看，大部分地区 GDP 增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显示各地经济仍处于恢

复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海南经济表现突出，GDP 两年平均增速为 7.3%，超过 2019

年 5.8%的增长水平。2022 年，随着基数效应减弱，各地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向疫情前

正常水平回归，各地 GDP 增速目标设定也有所下调，基本在 5.5%-7%。海南目标设

定最高，为 9%左右，这与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政策支持背景下服务业带动作用

明显增强有关。中西部地区的目标设定相对较高，河南、安徽、江西、湖北等中部

省份 GDP 预期增长 7%左右或 7%以上，云南、贵州、西藏、宁夏等西部地区预期增长

7%左右或 8%左右，其他地区增长目标设定为 5.5%、6%或 6.5%，北京目标设定最低，

为 5%以上。这些目标的设定既考虑了疫情不确定下经济运行的风险挑战，也考虑了

与“十四五”规划目标衔接、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稳定市场预期等现实需要。基于

此，预计我国 2022 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在 5.5%左右，同时将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

争取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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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地区 GDP 增速及目标设定

地区 2021 年目标 2021
2020-2021 年

两年平均增速
2022目标 地区

2021 年目

标
2021

2020-2021 年

两年平均增速
2022 目标

湖北 10%以上 12.9% 3.6% 7%左右 湖南 7%以上 7.7% 5.7% 6.5%以上

海南 10%以上 11.2% 7.3% 9%左右 广西 7.5%以上 7.5% 5.6% 6.5%以上

山西 8.0% 9.1% 6.3% 6.5%左右 云南 8%以上 7.3% 5.6% 7%左右

江西 8%左右 8.8% 6.3% 7%以上 西藏 9%以上 7.0% 7.4% 8%左右

江苏 6%以上 8.6% 6.1% 5.5%以上 新疆 6.5%左右 7.0% 5.2% 6%左右

北京 6%以上 8.5% 4.8% 5%以上 甘肃 6.5% 6.9% 5.4% 6.5%以上

浙江 6.5%以上 8.5% 6.0% 6%左右 宁夏 7%以上 6.7% 5.3% 7%

重庆 6%以上 8.3% 6.1% 5.5%左右 吉林 6%-7% 6.6% 4.5% 6%左右

安徽 8.0% 8.3% 6.1% 7%以上 河北 6.5% 6.5% 5.2% 6.50%

山东 6%以上 8.3% 5.9% 5.5%以上 陕西 6.5%左右 6.5% 4.3% 6%左右

四川 7%以上 8.2% 6.0% 6.5%左右 河南 7%以上 6.3% 3.8% 7%

上海 6%以上 8.1% 4.9% 5.5%左右 内蒙古 6.0% 6.3% 3.2% 6%左右

贵州 8%左右 8.1% 6.3% 7%左右 黑龙江 6%左右 6.1% 3.5% 5.5%左右

福建 7.5%左右 8.0% 5.6% 6.50% 辽宁 6%以上 5.8% 3.2% 5.5%以上

广东 6%以上 8.0% 5.1% 5.5%左右 青海 6%以上 5.7% 3.6% 5.5%左右

资料来源：Wind，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需求成为各地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面对需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各地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外

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出口增长面临放缓压力，如何激发内需潜力成为各地布局的

重点之一。消费方面，受疫情反复、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2021 年消费恢复较

慢，增速总体只有疫情前的一半左右。2022 年各地区提出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包括促进汽车、油品等大宗消费，鼓励开展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促进新能源汽车

消费，培育县乡、绿色、数字、体育等消费热点，支持消费新业态。各地区也提出

了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举措。比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重庆分

别提出深入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专项行动、实施国际消费载体提质等“十大工程”。

投资方面，主要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两新一重”、城市更新、技术改造、生

态环保、基本民生、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投资落地。此外，外贸方面重在抓住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机遇，稳步拓展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推动跨

境电商综试区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宏观快评 2022 年第 18 期（总第 681 期）

3

第三，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新时代

各地区继续推动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注重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一是基于

本地科研院所、人才等基础优势，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同

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二是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一方面强调补链延链强链，广东、浙江、陕西、山西等多个地区都提出要培育

产业链“链主”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另一方面着力推动产

业集群发展。比如广东提出推进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河北提出打造钢铁、装

备制造两个万亿级产业，振兴 107 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发展工程。三是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明确部署。国家“十四五”规划为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疫情暴发更是进一步加快了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

经济也成为各地经济工作部署的重点之一。主要包括加快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发展数字创意和数据服务产业；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推动重点行业领域数字化

转型。

第四，注重区域重大战略、城市圈一体化发展，强化区域协同发展。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各相关地区积极谋划加强区域

合作、优化经济布局。比如，北京提出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首

都都市圈，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深化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安徽提出加强

与沪苏浙重点领域合作，推动重点协同深化事项落地，加强与上海开放平台对接，

深度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广东提出加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深入推进“湾

区通”工程和“数字湾区”建设，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高水平推进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此外，各地也积极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提升区域竞争

力影响力。比如，湖北提出做大做强武汉城市圈，加快建成全国最具发展活力、最

具竞争力、最具影响力、综合实力最强的省域都市圈；陕西提出积极实施关中平原

城市群“十四五”建设方案和西安都市圈发展规划，加快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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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提出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和重点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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