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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尚未触底，政策仍需加码 

——2022年 3月经济数据点评 

     
   

 

 

 

 

 

 

 

 

 

 

 

 

 

 

 

 

 

 

 

 

 

 

 

 

 

 

 

 

 

 

 

 

 

 

 

 

 

 

 

 

 

 

 

 

 

 

 

 

 

  

 

 

 

 

 

 

 

 

 

 

 

 

 

 

 

 

 

 

 

 

 

 

 

 

 

 

 

 

 

 

 

 

 

 

 

 

 

 

 

 

 

 

 

 

 

 

 

 

 

事件：一季度 GDP单季度增速 4.8%，预期 4.8%；生产单月增速 5%，预期 5.1%；

固投累计增速 9.3%，预期 8.6%；社零单月增速-3.5%，预期-0.8%。 

核心观点： 

疫情大考下 3月经济数据交卷，整体符合预期。投资受冲击较小，基建投资增速

如期大幅回升，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依然保持正增长；消费受冲击较大，

社零同比转负，必选消费表现较好，可选消费、汽车、居住类等表现较差。 

一季度 GDP增速 4.8%，二季度 GDP或继续在低位震荡寻底。内需方面，国内

疫情传播尚未全面阻断，预计疫情对消费和供应链的冲击短期将继续发酵；外需

方面，3月进口转负，叠加国际局势动荡、美联储加速加息，或拖累全球总需求

扩张，预计出口将持续回落。去年同期高基数也将给二季度 GDP同比带来压力。 

为实现全年 5.5%增速目标，政策仍需再次发力加码，三条主线将继续推进，一

是加快基建投资发力节奏，尽快稳定内需；二是继续推进房地产政策自下而上放

松，防止投资增速下半年转负；三是助企纾困，稳定制造业投资复苏势头。 

一季度 GDP受服务业拖累，二季度 GDP或继续低位震荡寻底。 

一季度 GDP增速 4.8%符合预期，第三产业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较大，而第二和第

三产业增速较去年四季度有所提振。向前看，内需方面国内疫情传播尚未全面阻

断，消费依然承压；外需方面，3月进口转负，会增大对 4月份出口的拖累。叠

加去年二季度 GDP基数为年内最高，二季度 GDP或继续在低位震荡寻底。为实

现全年经济增速目标，政策需要继续加码，尽快稳定内需、对冲经济压力。 

基建：如期继续反弹，电热燃气及水和公共设施投资是主要发力点。 

3月广义基建同比增速达到 11.8%，比 1-2月的 8.6%提升了 3.2个百分点。电

热燃气及水和公共设施投资是主要发力点，公路、铁路则表现较差。疫情冲击下，

基建发力紧迫性再次提高，预计上半年会持续发力，增速有望维持两位数增长。 

地产：销售持续恶化，投资短期韧性较强，自下而上的政策放松将继续推进 

近期一二线城市地产销售加速回落，全国销售继续下滑。3月房地产投资单月增

幅小幅转负，与到位资金、新开工、竣工等大幅转负的指标出现分歧，原因在于

开发投资受到了土地购置费、过往项目持续施工和建材价格走高的支撑。但是，

假如房地产销售持续恶化，会冲击开发商新开工和购地倾向，进而冲击下半年的

开发投资增速。预计二季度，房地产自下而上的因城施策的放松会持续推进。 

制造业：同比增速大幅回落，环比表现略低于季节性 

3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大幅回落，主要因为基数扰动，以环比来看，3月制造业投

资环比增速 34%，略低于历史同期的 39%。分链条来看，除运输设备，制造业

各行业的环比低于历史同期。上游价格偏高、终端需求不振、利润增速回落、库

存高企等问题，会削弱制造业复苏的动能，助企纾困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力。 

消费：3月单月同比增速转负，必选消费表现较好 

 3月疫情散发对居民线下出行和消费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社零同比增速-3.5%，

餐饮零售额同比增速回落至-16.4%。分项来看，仅粮油食品、医药、饮料品类

表现较好，其余日用品、可选消费品、汽车、石油制品及居住类商品增速均出现

回落。 

风险提示：国内外疫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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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月经济数据整体符合预期 

 

事件：4月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 

【1】 GDP单季度增速 4.8%，wind一致预期 4.8%； 

【2】 生产单月增速 5%，wind一致预期 5.1%，前值 7.5%； 

【3】 固投累计增速 9.3%，wind一致预期 8.6%，前值 12.2%； 

【4】 社零单月增速-3.5%，wind一致预期-0.8%，前值 6.7%。 

 

核心观点： 

疫情大考下，3月经济数据交卷，整体符合预期。投资受冲击较小，基建投资增

速如期大幅回升，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依然能够保持正增长；消费受冲

击较大，社零同比转负，除食品、药品、饮料增速表现较好，其余产品包括可选、

汽车、石油和居住品类表现均较差。 

一季度 GDP增速 4.8%，二季度 GDP或继续在低位震荡寻底。一是内需方面，

国内疫情传播尚未全面阻断，疫情对于消费和供应链的冲击短期或继续发酵；二

是外需方面，3月进口转负，叠加全球总需求扩张速度放缓，预计出口将持续回

落。为实现全年 5.5%增速目标，政策需再次发力加码，三条主线将继续推进，

一是加快基建投资发力节奏，尽快稳定内需；二是继续推进房地产政策自下而上

放松，防止开发投资增速下半年转负。三是继续助企纾困，稳定制造业投资复苏

势头。 

 

表 1：3月经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 

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同比） 

社零 

（单月同比） 

工业增加值 

（单月同比） 

GDP 

（单季度） 

2021年 6月 12.6% 12.1% 8.3% 7.9% 

2021年 7月 10.3% 8.5% 6.4%  

2021年 8月 8.9% 2.5% 5.3%  

2021年 9月 7.3% 4.4% 3.1% 4.9% 

2021年 10月 6.1% 4.9% 3.5%  

2021年 11月 5.2% 3.9% 3.8%  

2021年 12月 4.9% 1.7% 4.3% 4% 

2022年 1-2月 实际值 12.2% 6.7% 7.5%  

2022年 3月 市场预期 8.6% -0.8% 5.1% 4.8% 

2022年 3月 实际值 9.3% -3.5% 5% 4.8%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备注：市场预期为Wind一致预期） 

 

二、疫情冲击尚未结束，政策端需发力加码 

 

一季度经济成色几何？一季度 GDP增速 4.8%，相对去年四季度（单季度两年平

均增速，下同）的 5.2%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从生产法来看，一季度第三产业

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较大，是经济的主要拖累项，第三产业单季度增速相对去年四

季度回落了 1.6 个百分点；而第一和第二产业增速则分别相对去年四季度回升

0.7和 1.2个百分点，工业主要是受到了出口和基建的提振，而农业主要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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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和畜牧业平稳增长的提振。从支出法角度来看，制造业、基建和出口的

增速较高，制造业主要是受基数因素抬升，社零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则表现疲弱。 

二季度 GDP 或继续在低位震荡寻底。内需方面，截至 4 月 18 日，全国单日新

增疫情相对高点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高位，国内疫情传播尚未全面阻断。随着

各地防疫政策升级，该轮疫情散发对于消费和供应链的影响短期或继续发酵。 

外需方面，一是受司机紧缺、卸货时间增长、内需不振等因素影响，3月进口增

速转负，会增大对于 4月份出口的拖累；二是全球局势震荡、美联储加速加息，

会进一步拖累全球总需求扩张速度。叠加二季度 GDP基数为年内最高（2021年

四个季度，GDP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4.9%、5.5%、4.9%、和 5.2%），二季度

GDP同比增速或继续在低位震荡寻底。 

为了实现全年 5.5%的经济增速目标，政策端需要再次发力加码。全球疫情高位

运行，本轮国内疫情传播尚未全面阻断，短期来看国内防疫政策难以放松，消费

难以出现大幅反弹。因此，为了实现全年 5.5%的经济增速目标，政策端需要更

新一步发力加码。三条投资端的政策主线将继续推进，一是加快基建投资发力节

奏，尽快稳定内需，4 月 18 日监管层已经再次督促专项债加快发行；二是继续

推进房地产政策自下而上放松，防止开发投资增速下半年大幅转负；三是继续助

企纾困，稳定制造业投资复苏势头。消费方面，预计稳消费的政策也将持续推进， 

4月 14日国常会就扩大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消费做了一系列政策部署。 

 

图 1：从支出法来看，一季度制造业、基建和出口增速较高，制

造业主要是受基数因素抬升 
 图 2：2022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速受疫情较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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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备注：历史同期参考 2016年至 2019年 

 

三、基建：如期反弹，实现两位数增长 

固投增速大幅高于市场预期。3 月固投累计增速 9.3%，略超 wind 一致预期的

8.6%。如果参考环比，2022 年 3 月固投单月环比增速 28%，环比表现略超历

史同期的 26%（历史同期为 2016年、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下同）。

其中，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上扬，表现大超季节性，是固投增速超预期的主要支撑

（见图 4）。 

3月基建增速继续反弹，表现大超历史同期。今年以来在项目发行审批放松、专

项债加快发行、各地提前启动重大项目等一系列政策的催化下，基建投资维持了

高景气度，3月广义基建单月同比增速达到 11.8%，比 1-2月的 8.6%继续提升

了 3.2个百分点，狭义基建单月同比增速达到 8.8%，比 1-2月的 8.1%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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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0.7个百分点。以环比来看，广义基建和狭义基建 3月环比分别为 46%和 44%，

均比历史同期高出了 17个百分点。 

电热燃气及水和公共设施投资是主要发力点，公路、铁路则表现较差。细分来看，

电热燃气及水、公共设施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24%和 11%，分别比上月高出了 13

个和 7个百分点，是基建投资的主要发力点；而铁路、公路单月同比增速分别为

3%和 0%，低于基建投资增速。 

基建发力紧迫性再次提高，预计上半年会持续发力，增速有望维持两位数增长。

2022 年 1 月 10 日国常会从简化后续、改革项目审批等多个方面推动重大项目

尽快落地见效，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今年两会，再次放开了对于重大项目的能

耗约束，要求“重大项目要实行能耗单列”。4月 18日，据 21世纪经济报道，

监管部门对专项债发行进度提出新要求，地方需在 6月底前完成大部分 2022年

新增专项债的发行工作，在三季度完成剩余额度的发行。这表明在疫情冲击下，

基建投资发力的紧迫性再次提高。按照全年新增 3.65万亿元的专项债规模测算，

我们预计年内基建增速大概为 6.6%，上半年基建投资将持续发力。（详见我们

于 2022 年 3 月 6 日发布的报告《爬坡过坎，不负“春光”——2022 年政府工

作报告学习体会》）。 

 

图 3：3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大幅反弹  图 4：3月基建环比增速超过历史同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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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备注：历史同期参考 2016年至 2019年 

 

四、制造业：疫情扰动，复苏弱于季节性 

制造业同比增速大幅回落，环比表现略低于季节性。3 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

12%，相对于 1-2月回落了 9个百分点，主因 1-2月同比增速被基数大幅垫高。

以环比来看，3月制造业投资环比增速 34%，略低于历史同期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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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制造业单月增速回落，主要因为基数扰动  图 6：制造业 PMI持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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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投资单月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分链条来看，除运输设备，制造业各行业的环比依然低于历史同期。从环比来看，

除运输设备，其余细分行业表现均低于历史同期，且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医药、

有色金属和纺织几个行业，环比增速与历史同期增速相比出现了较大的缺口。这

说明近期疫情散发下，物流不畅、需求转弱，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均受到了冲

击。 

4月 18日，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

要求，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 48小时内全国互认，不

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预计在政策发力见效下，国内的物流阻塞会得

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制造业企业目前面临的上游价格偏高、终端需求不振、

利润增速回落、库存高企等问题，会削弱未来制造业投资复苏的动能，助企纾困

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力。 

 

图 7：从 3月的单月环比来看，仅有运输设备的环比增速高于历史同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备注：历史同期参考 2016年至 2019年 

 

五、地产：销售持续恶化，投资韧性较强 

 

房地产销售继续回落，政策传导见效尚需时间。3月全国房地产销售增速继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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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商品房销售额单月增速从 1-2月的-19.3%回落至 3月的-26%，销售面积单

月增速从 1-2月的-9.6%回落至-18%。一季度以来，多地自下而上推进房地产因

城施策，政策范围也从春节前的契税补贴、利率补贴等，在春节后触及到限售、

首付比例等实质性调控。但是，居民在购房时存在“买涨不买跌”的心态，房地

产景气度的回落会进一步拉长居民的决策时间，从政策出台到扭转市场景气度尚

需时间。 

近期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加速回落，三四线城市回落幅度相对较小。从 wind

公布的 30 大中城市销售面积观察，一二线城市13 月销售增速均回落至-47%左

右，呈现加速回落态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扣去一二线

城市的相关数据，作为广义三四线城市的指标，则广义三四线城市 3月单月增速

为-21%，回落幅度相对较低。 

到位资金、新开工、竣工等指标大幅走低，但房地产投资回落相对较小，韧性较

强。3月房地产投资单月增速-2.4%，比 1-2月的 3.7%回落了 6.1个百分点。整

体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幅度依然低于其余指标回落的幅度，例如开发商

到位资金（单月同比增速-24%）、新开工面积（单月同比增速-22%）、竣工面

积（单月同比增速-15%）等。 

造成投资与其余指标分化的原因，一是土地购置费对开发投资带来了支撑，1-2

月土地购置费增速 11.3%（3月土地购置费尚未公布），比去年 12月单月提高

了 6.9个百分点；二是，在“保交楼”的政策引导下，过去已开工项目持续推进

施工。如果以“房地产开发投资减去土地购置费”代表全部的房地产施工，则该

指标在 1-2月单月增速 1.5%，相比去年 12月的 3%小幅回落，但依然保持正增

长。三是，据国家统计局解释，房地产投资保持增长还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例

如建筑材料、工程安装等价格涨幅较高，一定程度推高了房地产投资的名义增速。 

预计自下而上的房地产政策放松会持续推进。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依然保持

正增长，但假如房地产销售持续恶化，会进一步冲击开发商新开工和购地倾向，

进而冲击下半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二季度，房地产自下而上的因城施策放

松会持续推进。 

 

图 8：一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近期加速下滑  图 9：开发商到位资金增速持续恶化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备注：一线、二线城市定义参考 wind30大中城市定

义，广义三四线城市的销售面积为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扣去一二线

城市的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1 二线城市:天津、成都、杭州、南京、青岛、苏州、厦门、大连、武汉、南昌、福州、长春、长沙、哈尔滨。其中杭州、

武汉、南昌和哈尔滨为商品房的数据，其它城市为住宅数据。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为住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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