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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多数省份下调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截止 2022 年 2 月，全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均已公布。面对疫情常态化带来的供

给冲击、需求收缩和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大部分省份下

调了 2022 年经济增速目标，但均保持在 5%以上。在经济增速目标

较 2021 年下调的省份中，湖北省下调 3%，幅度最大。其次是天津、

山西分别下调了 1.5%，其余省份则多数下调 0.5%或 1%。海南省 2022

年经济增速目标最高，为 9%。2022 年经济增速设定在 5%最低线的

省份为北京和天津。整体看，经济体量大的发达省份稳步发展前进，

经济体量小的欠发达地区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在这样的趋势下我国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或逐步缩小。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依然是稳经济的重要抓手。2022年，22个省份设

置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幅）目标，区间为 5.5% - 10%，设立较

高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的省份多位于我国西北、东北部地区。

从投资总基调看，大部分省份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多数省份制定社零增速目标，促进消费回升。25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

了明确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目标。其中湖北、海南、江西、贵州、

西藏等涨幅目标高于 9%。整体看，各省市促消费措施既普遍适用，

又因地制宜，普遍使用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多措并举进一步恢复

消费场景；二是聚焦大宗消费品，从汽车、家电、家具、建材等方

面着手推出促消费政策。三是进一步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

四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物流等方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断优化住房供需结构。保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运行是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标。住建部近期再次强调不把房地

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并提出 2022 年能够建设筹集保

障性租赁住房 240 万套（间），新筹集公租房 10 万套，棚户区改造

120 万套。同时，还将加快推进长租房市场建设。各省房地产市场的

主要举措聚焦于做好住房供地保障，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建

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管理等。 

 能源大省落实能源保供责任。受疫情反复、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恢

复、能源资源供给约束、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2021 年下半年

以来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确保能源供应，保供稳价成为重点任

务多次被中央提及。加强煤炭等能源的保供稳价工作成为 2022 年主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2  

专题研究 

 

  

 要能源大省的任务之一，如内蒙古提出促进电力充足供应，做好煤

炭电力保供工作；山西提出有序推进煤矿产能核增，依法合规释放

先进产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 

 2022 年就业目标完成压力不大。据人社部，2021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 1269 万人。2022 年，在各省完成目标的前提下，预计国内将增加

1600 万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2022 年大部分省份失业率预期在 5.5%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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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省份下调 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截止 2022年 2月，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均已

公布。从 2021 年经济增速完成目标看，24 个省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 2021 年初所设定的 GDP 增长目标，其

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超额完成 2% 及以上。未完成 GDP增长目标的省份为

辽宁、河南、云南、西藏、青海和宁夏。面对疫情常态化所带来的供给冲击、需求收缩和外部宏观经济环

境不确定性，大部分省份不同程度下调了 2022 年经济增速目标，但总体保持了 5%以上的经济增速目标。

具体看，仅河北、河南、西藏、宁夏 4个省份 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高于 2021年实际增速。除河北、河南、

甘肃、宁夏外，其余省份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均低于 2021 年计划目标。在经济增速下调的省份中，湖北

省下调 3%，幅度最大。其次是天津、山西，分别下调了 1.5%，其余省份则多数下调 0.5%或 1%。海南省 2022

年经济增速目标最高，为 9%。2022 年经济增速设定在 5%最低线的省份为北京和天津。整体看，经济体量

大的发达城市稳步发展前进，经济体量小的欠发达地区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在这样的趋势下我国区域间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或逐步缩小。 

表 1：31 个省市自治区 2021 年 GDP 增速及 2022 年目标增速 

省份 
2021年 GDP 增速 

（%） 

2022 年 GDP 增长目标 

（%） 
省份 

2021年 GDP 增速 

（%） 

2022 年 GDP 增长目标 

（%） 

北京 8.50 5.00 湖北 12.85 7.00 

天津 6.60 5.00 湖南 7.70 6.50 

河北 6.50 7.00 广东 8.00 5.50 

山西 9.10 6.50 广西 7.50 6.50 

内蒙古 6.30 6.00 海南 11.20 9.00 

辽宁 5.80 5.50 重庆 8.30 5.50 

吉林 6.60 6.00 四川 8.20 6.50 

黑龙江 6.10 5.50 云南 7.30 7.00 

上海 8.10 5.50 贵州 8.10 7.00 

江苏 8.60 5.50 西藏 6.70 8.00 

浙江 8.50 6.00 陕西 6.50 6.00 

安徽 8.30 7.00 甘肃 6.90 6.50 

福建 8.00 6.50 青海 5.70 5.50 

江西 8.80 7.00 宁夏 6.70 7.00 

山东 8.30 5.50 新疆 7.00 6.00 

河南 6.30 7.00    

数据来源：各省市自治区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依然是稳经济的重要抓手。2022年，22个省份设置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幅）目

标，区间为 5.5% - 10%，设立较高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的省份多位于我国西北、东北部地区。从投

资总基调看，大部分省份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主要投资领域包含交通、新基建、水利、城市更新

等“两新一重”领域、制造业投资以及能源等领域。制造业业投资普遍侧重转型升级类投资，措施普遍是

以优势产业链、产业园区、重大项目等为载体，促进招商引资。新基建投资普遍提出 5G基站建设的数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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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表 2：31 个省市自治区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 

省份 2022年固定资产增速目标 省份 2022年固定资产增速目标 

北京 - 湖北 - 

天津 5.5%左右 湖南 7.50% 

河北 6.50% 广东 8% 

山西 8% 广西 10% 

内蒙古 全力完成 5200亿目标 海南 8%左右 

辽宁 10%左右 重庆 6% 

吉林 7%左右 四川 8% 

黑龙江 10%以上 云南 7%以上 

上海 - 贵州 - 

江苏 - 西藏 - 

浙江 - 陕西 7%左右 

安徽 10% 甘肃 9% 

福建 6.50% 青海 - 

江西 8%以上 宁夏 8% 

山东 - 新疆 10%左右 

河南 10%   

数据来源：各省市自治区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3：部分省份 2022 年 5G 基站建设目标 

省份 数量（万个） 省份 数量（万个） 

天津 1 江西 1 

河北 2.5 河南 4 

山西 3 湖南 2.5 

内蒙古 1 广西 1.5 

黑龙江 1.4 云南 2 

安徽 2.5 贵州 2.5 

数据来源：各省市自治区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多数省份制定社零增速目标，多举措促进消费回升。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强的经济环境下，各

省市政府要做好稳预期、扩投资和促消费等方面有关工作。25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明确的计划消费品零售

总额涨幅目标。其中湖北、海南、江西、贵州、西藏涨幅目标高于百分九，位居全国高位。促消费措施主

要包括：一是进一步恢复消费场景，如举办促消费活动，改造提升步行街，扩大文化旅游消费等；二是聚

焦大宗消费品消费，多数省份提出汽车、家电等方面的促消费举措。如广西提出实行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

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行动。内蒙古提出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鼓励开展绿色智

能家电下乡；三是进一步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物流等方面营造良

好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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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个省市自治区 2022 年社零目标增速 

省份 2022年社零增速目标 省份 2022年社零增速目标 

天津 7% 湖北 10%以上 

河北 8%左右 广东 6.50% 

山西 7% 广西 8% 

辽宁 8%左右 海南 11% 

吉林 6.5%左右 重庆 7%左右 

黑龙江 7% 四川 8%左右 

江苏 6.5%左右 云南 8%以上 

浙江 6%左右 贵州 10%左右 

安徽 9%左右 西藏 10%左右 

福建 9% 陕西 7.5%左右 

江西 10%以上 甘肃 8% 

河南 8% 宁夏 7%左右 

天津 7% 新疆 6%左右 

数据来源：各省市自治区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断优化住房供需结构。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是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标。

2 月 24 日，住建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22 年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加强预期引导，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加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并非制约房地产市场发展，多地提出分区施策满足群众合理购房需求。

2021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边际放缓，满足购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的合理需求成为房地产领域逆

周期调节中首先放松的边界。各省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举措包括做好住房供地保障，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

推进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研究出台公租房政策，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管理等。多地提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目标，此外，河北、山西等地提出了棚户区改造目标。2 月 24 日，住建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22

年能够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240 万套（间）。新筹集公租房 10 万套，棚户区改造 120 万套。同时，还

将加快推进长租房市场建设。 

能源大省落实能源保供责任。受疫情反复、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恢复、能源资源供给约束、地缘政治

风险等因素影响，2021 年下半年以来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截止 2 月 24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已达

到 99 美元/桶，创 2015 年以来新高。从趋势上看，原油价格和煤价具有较大的相关性，且原油价格对煤价

具有一定的领先性。2022 年 1 月以来，随着原油价格的再度回升，国内煤价也具有较强的上涨动力。确保

能源供应，保供稳价成为重点任务多次被中央提及。发改委 2 月 24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的通知》，按程序及时干预煤价。加强煤炭等能源的保供稳价工作成为 2022 年主要能源大省的任

务之一，如内蒙古提出促进电力充足供应，做好煤炭电力保供工作；山西提出有序推进煤矿产能核增，依

法合规释放先进产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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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8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