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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2 年

展望
＊ 

在上年低基数的背景下 2021 年各地区经济总体实

现了较快增长，在全国 GDP中占比较大的省份依然是拉

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本文根据GDP规模将各地

区分为 3个梯队对其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2021

年第一梯队经济增速相对更快，需求和产业增长表现

总体好于二、三梯队地区。从各地区设定的 2022 年

GDP增长目标看，全国 GDP增速将达到 6%，这要高于市

场预期平均水平（5.5%）。投资、服务业、制造业升

级、数字经济是值得关注的关键增长点，关系全年目

标的实现。2022 年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较大，各地

要提高疫情应对精准性，加强对受影响行业、市场主

体的纾困扶持；因地制宜发挥好各地政府在稳增长、

促转型方面的引导作用；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

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分割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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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2 年展望 

在上年低基数的背景下 2021年各地区经济总体实现了较快增长，在全国 GDP中占

比较大的省份依然是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本文根据 GDP 规模将各地区分为

3 个梯队对其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2021 年第一梯队经济增速相对更快，需求

和产业增长表现总体好于二、三梯队地区。从各地区设定的 2022年 GDP增长目标看，

全国 GDP 增速将达到 6%，这要高于市场预期平均水平（5.5%）。投资、服务业、制造

业升级、数字经济是值得关注的关键增长点，关系全年目标的实现。2022 年我国经济

稳增长的压力较大，各地要提高疫情应对精准性，加强对受影响行业、市场主体的纾

困扶持；因地制宜发挥好各地政府在稳增长、促转型方面的引导作用；加强区域合作

与协同发展，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分割等现象。 

一、2021年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分析 

2021 年各地区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在上年低基数的背景下各地区经济总体实现了

较快增长。在全国 GDP 中占比较大的省份依然是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我们

根据 GDP 规模将各地区分为 3 个梯队对其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梯队为 GDP 超过 4 万亿元的 13 个地区，主要集中在华东（江苏、山东、浙

江、福建、上海、安徽）和中南（广东、河南、湖北、湖南）。2021 年这 13 个地区

GDP占全国的比重为 72.2%，略低于 2016年（72.5%），对全国 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

在 74.9%左右。其中，广东、江苏 GDP 均超过 10 万亿元。因此，第一梯队经济增长表

现对全国 GDP 总体走势起决定作用。第二梯队为 GDP 在 2-3 万亿元的 8 个省（市、

区），主要集中在中部（江西、山西）和西部（陕西、重庆、云南、广西、内蒙古）

地区。2021 年这 8 个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为 18.4%，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

在 16.6%左右。第三梯队为 GDP 在 2 万亿元以下的 10 个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2021 年这 10 个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

为 9.3%，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在 8.5%左右（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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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不同地区对全国 GDP累计同比的拉动（%） 

 

注：某地区对全国 GDP 累计同比的拉动=全国 GDP 增速与该地区 GDP 贡献率的乘

积，某地区 GDP 贡献率=该地区 GDP 增量与全国 GDP 增量之比。GDP 以 2015 年为基期

计算不变价，全国 GDP为各地区 GDP加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其经济增长表现看，第一梯队经济增速相对更快。2016 年以来第一梯队地区

GDP 平均增速要高于二、三梯队，而第二梯队 GDP 平均增速 2017 年以来开始快于第三

梯队（图 2）。在第一梯队中，与过去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总体要好于东部地区不同，

近两年在出口高增长等带动下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表现突出，

2020-2021 年 GDP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6.1%、5.9%、6%。而受疫情、洪涝灾害等影响，

河南、湖北地区经济增速明显放缓，GDP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3.8%、3.6%，低于第一

梯队中其他地区。第二梯队中，江西、重庆、云南等表现相对突出。第三梯队中，贵

州、西藏等经济增速相对更高，海南在自贸港建设等政策带动下近两年经济表现比较

突出（图 3）。第一梯队经济表现总体好于第二、三梯队地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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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三个梯队地区 GDP平均增速（%）    图 3：不同地区 GDP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一，第一梯队需求表现总体好于二、三梯队地区。第一梯队地区的消费、投资、

出口占全国的比重较高，2021 年分别为 74.1%、68%、87%，其中出口较为集中，主要

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 3 个外贸大省，2021 年其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23.2%、

15%、13.9%。第一梯队地区消费、投资、出口增速总体要好于第二、三梯队地区（图

4、5、6）。在第一梯队中，各地区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

都在 10%甚至 20%以上。江苏、山东、四川、湖南、上海、安徽等地区消费恢复相对较

快，增速更接近疫情前水平，尤其是江苏、山东、上海 3 个地区 2020-2021 年消费两

年平均增速要高于疫情前水平。这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直播电商、社区电商等新模

式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等有关。广东、浙江、湖南、上海、安徽等地区投资恢复较

快，这与民间投资活跃、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等有关。在第二梯队中，各地区出

口也总体保持了高增长，江西、重庆在消费方面恢复相对较快，2020-2021 年两年平

均增速在 10%左右。江西、山西在投资方面增长较快，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在

9.5%左右。第三梯队中，出口总体表现不佳，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平均仅为 5%。

近两年经济表现相对突出的地区中，海南经济主要由消费、投资带动，贵州主要由消

费、出口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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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三大梯队消费平均增速（%）   图 5：三大梯队投资平均增速（%） 

 

 

图 6：三大梯队出口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第一梯队地区二、三产业增长更快，产业转型升级较快的地区相对突出。

第一梯队二、三产业 GDP占全国的比重均在 70%以上（图 7），其 2020-2021年二、三

产业 GDP 两年平均增速相对更快，分别平均为 5.7%、5.3%，高于第二梯队（4.9%、5%）

和第三梯队（5.6%、4.9%）。这主要是由于产业转型升级较快带动。第一梯队中，大

部分地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占比高。北京市第二产业 GDP 增长表现尤其亮

眼，2021年增长 23.2%，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为 12.2%。这主要是由于北京市高

端产业增长迅速，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较上年增长 1.1

倍和 89.2%，两年平均增长 52.5%和 43.7%。因此虽然第二产业在北京 GDP 中的占比只

有 18%，但由于增速快，第二产业成为稳定北京 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江苏、浙江、

安徽等地区第二产业增速也相对较快，2020-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在 6%以上。2021 年，

江苏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22.5%，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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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占全部工业比重提高到 41%。在消费、现代服务业等带动下，山东、四川、福建等

地区第三产业增速相对较快。第二梯队中，江西产业升级较为突出，2021 年其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23.2%、38.5%。重庆高技

术制造业占其工业比重也达到 19%，高于云南（9.4%）等地区。第三梯队中海南较为

突出，主要在于其服务业增长较快，2021 年同比增长 1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2.5%。一方面“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带动水上运输业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为主的新兴服务业增长较快，海南免税购物也带动

批发和零售、仓储邮政较快增长。 

图 7：2021年三大产业 GDP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第一梯队整体抗风险能力强，第二、三梯队地区面临的增长和转型压力更

大。第一梯队中，受疫情、水灾等影响，湖北、河南两个地区 2020-2021 年两年平均

增速相对较低，分别为 3.6%、3.8%。但在产业、外贸、市场等优势带动下，其他地区

有效对冲疫情、房地产市场降温、环保压力较大等冲击，经济增长表现较好。而第二、

三梯队地区面临的增长和转型压力相对更大。一是第一梯队地区金融资源相对丰富。

2020年第一梯队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机构数、资产总额分别平均为 1万个、15.4万亿，

高于第二梯队（6575 个、5.7 万亿）、第三梯队（3431 个、3 万亿）。同时第一梯队

PPP项目总投资额、落地率高于二、三梯队地区（图 8）。二是二、三梯队地区总体传

统产业占比高，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压力更大。比如，传统重工业地区东北三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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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表现依然不佳，辽宁、黑龙江、吉林 2020-2021 年 GDP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3.2%、

3.5%、4.5%。三是二、三梯队地区营商环境总体弱于第一梯队地区。根据北京大学与

武汉大学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第一梯队营商环境指数平均为 61.3，高

于第二、三梯队（分别为 49.1、47.9）（图 9）。 

图 8：各地区 PPP项目投资额和落地率       图 9：各地区营商环境指数 

 

资料来源：Wind，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武汉大学《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 

二、从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目标设定看 2022年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从各地区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按照各地区设定的 GDP 增长目标，全国 GDP

增速将达到 6%，这要高于市场预期平均水平（5.5%）。其中，第一梯队目标设定整体

平均增速为 6%，略低于第二、三梯队。2022年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较大，几大关键

增长点能否突破关系全年目标的实现。 

（一）投资将成为各地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三大需求中，各地区相对更有主动性的是投资。2022 年，消费的恢复程度受疫情、

收入增长、消费新模式发展等影响，在全球经济放缓、高基数等影响下出口增速将高

位回落，投资成为各地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从各地区各分项目标设定看，大部分地区对于 2022年外贸形势较为谨慎，目标设

定低于上年外贸增速。第一梯队中公布进出口增长目标的地区有 5 个，平均目标增速

为 6.3%，其中外贸大省广东进出口增速目标较低，仅为 3%。第二、三梯队外贸目标相

对较高，公布外贸增长目标地区的平均增速为 8.6%、8.5%。消费增速目标的设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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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接近疫情前水平，第一梯队中公布消费增速目标的地区平均增速为 7.6%，低于第二

（7.9%）和第三梯队（8.2%）。而投资增速目标设定明显提高，平均增速在 8%以上，

部分地区投资增速目标要高于 2019年增长水平，第二、三梯队的投资增速目标要高于

第一梯队地区。 

目前，各地积极从项目和资金等方面保障重大项目投资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这

些项目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产业、民生保障等类型。不少地区重大项目提前开工，已

公布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地区的年度计划投资额较上年平均增长约 10%左右，除河北外，

其他地区年度计划投资额较上年都有所提高（图 10）。除了通过政府财政资金、专项

债等保障项目资金外，许多地区密集出台扩大有效投资政策，通过要素倾斜、贴息、

优化审批手续等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比如，上海提出全力支持建设项目资源要素供给

保障，加强市重大工程涉及土地、水面积、绿地、林地、工程渣土消纳和征收安置房

源等六项资源性要素指标统筹调配；浙江提出对省“4+1”重大项目，做到资金、能

耗、土地、林地、用海等要素应保尽保；四川提出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对纳

入本级及以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

可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云南安排 3 亿元省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用于“骏马奖”，每

月对固定资产投资综合评分前 5名的州、市进行奖励。 

图 10：部分地区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额（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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