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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关注经济中的反常之处 

 
 
[Table_Summary]   

 2022 年 8月，我国经济增长数据虽然相比上月有微弱改善，整体仍然

低迷。但相比低迷的经济增速，真正让人警惕的是目前国内经济数据

中的诸多反常之处。随着这些反常之处的浮现，我国经济过去多年运

行的规律似乎正在被打破，从而让人难以对经济前景形成清晰预期和

较强信心。 

 我国明显偏低的进口增速、下游终端市场明显的通缩压力、国内生产行

业少见的主动降库存、地产行业明显收紧的融资瓶颈、地产调控政策在

供给方发力的不足、‚流动性堰塞湖‛的重现，都是当前经济运行偏离

过去经验的反常之处。如果过去的经验不再成立，经济前景就难以预料，

经济向好的预期就很难形成——这是当前各经济主体‚预期偏弱‛的核

心原因。 

 目前仍然可以期待，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反常之处只是疫情和其他一

些特殊情况所造成的短期现象。但要把这种信心变成现实，还有待宏观

政策的恰当施行。在那之前，市场将继续处在观望之中。 

 
 



 

2022年 9月 18日 更需关注经济中的反常之处 2 

 

2022年 8月，我国经济增长数据虽然相比上月有微弱改善，整体仍然低迷。从季节调整后的绝

对水平指数来看，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和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都比上月小幅回升，但仍

然明显低于今年年初。换言之，国内经济活动还远未恢复到今年这轮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同时，

季调后的出口金额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出口前景愈发不乐观。（图表 1） 

 

图表 1.   2022年 8月，我国经济指标依旧低迷，出口

下行趋势更加明显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8月出口走弱不应让人意外。其实在今年 5、6月，我国出口结构就已开始恶化，表现对美国和

欧洲的出口下滑，仅对东盟出口还在明显增长。在 2022年 7月 19日发表的《中国经济内需收缩问题

待解》一文中，笔者就已指出：‚从过往经验来看，在发达经济体走弱的时候，东盟这样的发展中

国家很难独善其身。这意味着我国对东盟出口的强势很难持续。今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将面临比上

半年更大的下行压力。‛【1】而从全球经济景气下行的大背景下来看，我国出口增长减速也实属正常。

韩国的出口增速也在过去一年中持续放缓，走势与我国类似。这表明，我国出口增长减速主要是全

球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图表 2） 

 

图表 2.   我国出口增速与韩国出口增速均趋势性下滑

——出口压力来自全球经济景气下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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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因全球经济走弱而减速的出口而言，我国内需的表现更让人担忧。内需指标的低增长还不

是让人最担心的——更需要关注目前国内经济数据中的诸多反常之处。随着这些反常之处的浮现，

我国经济过去多年运行的规律似乎正在被打破，从而让人难以对经济前景形成清晰预期和较强信心。 

一个反常之处是我国明显偏低的进口增速。在过去十多年，我国与韩国的进口增速非常同步，

且我国进口增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快于韩国。但从 2021年下半年开始，韩国进口增速就明显跑赢我

国。今年 2 季度以来，韩国与我国的进口增速差进一步拉大至近十几年来的高位。由于进口增长更

多反映一个国家的内需，以韩国为参照可以看出，我国近一年来的内需反常偏弱。（图表 3） 

 

图表 3.   过去一年，我国进口增速明显低于韩国进口

增速——二者之间的差距拉大到十多年来最大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另一个反常之处是下游终端市场明显的通缩压力。今年 8月，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显著

下滑，表明生产者端的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其中，创出了十多年最大月环比跌幅的加工工业 PPI

尤其值得关注。同期，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 PPI 虽然也环比下降，但跌幅都不像加工工业 PPI

这样创出十年来极值。由于加工工业 PPI 与下游终端市场需求联系更紧密，它的显著下滑表明终端

市场需求疲弱得反常。（图表 4） 

 

图表 4.   我国加工工业 PPI环比创十年最大跌幅，表

明国内下游终端需求相当疲弱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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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的又一个反常之处是国内生产行业少见的主动降库存。在今年 9月 1日发表的《这是

一次少见的主动降库存》一文中，笔者曾论述：‚当前制造业企业主动降低了产成品库存。在这种

少见现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企业弱得反常的预期。‛【2】这一判断可从加工工业 PPI的明显下滑中得

到印证。 

以上谈到的这些宏观数据中的反常之处，都指向了我国异常疲弱的内需，而这又主要是国内地

产行业反常衰弱的结果。在今年 5月 18日发表的《疫情之外，地产是另一个关键》一文中，笔者曾

论述：‚在过去十几年中，地产行业的融资对利率高度敏感。但延续了十几年的按揭贷款增速与国

债收益率降幅之间的正相关性现在已被打破，二者当下的背离程度前所未见。‛【3】近期，我国按揭

贷款增速有所回升，但与国债利率走势之间的背离仍然巨大，地产行业的融资仍然紧张，行业恶性

循环仍未被打破，地产仍然是我国内需增长的最大拖累。（图表 5） 

 

图表 5.   个人按揭贷款增速与国债利率降幅之间的背

离依旧明显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其实，经济数据的低迷本来并不可怕。对我们这么一个储蓄丰厚、产能充足的国家来说，政府

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很强。特别是在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时，宏观政策创造需求的空间很大。换言

之，只要政策调控得当，可以很快消除当前宏观数据中的反常之处。但因为种种原因，当前宏观政

策却好像始终不能针对主要矛盾采取恰当手段。这种宏观政策应对的反常之处，是经济数据中种种

反常之处的更深层次原因。 

还是以地产市场为例。按道理说，在地产开发商信用风险高企，地产行业供给大幅收紧的时候，

地产政策应该以刺激供给为主。在今年 7月 26日发表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困境和对策》一文中，笔

者曾指出，要在短期内化解当前地产市场的困境，‚需要放松对地产行业的融资管控……并成立地产

业短期纾困基金来消除地产开发商的信用风险，帮助行业回归常态。‛【4】时至今日，地产开发商的

融资约束虽有松动，却依然明显；地产行业纾困基金虽已成立，但规模偏小，且未能以地产开发商

为纾困目标，因而在化解行业信用风险方面效果有限。总的来说，在让地产行业供给恢复正常方面，

近期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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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各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近期出台了不少放松限购限贷、刺激地产需求的政策。

但笔者早在今年 5月 18日发表的《疫情之外，地产是另一个关键》一文中就说过：‚在地产供给瓶

颈收得如此之紧时，刺激地产需求很可能让房价大幅反弹。‛【3】而房价一旦反弹，势必让地产调控

政策陷入更加两难的境地。但目前的情况恐怕正在顺着笔者所担心的方向演绎。以统计局月度发布

的商品房销售金额数据除以商品房销售面积数据，可以计算出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在过去十多

年，这个数据明显领先 70 城市房价数据。最近两个月，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同比涨幅已经触底反弹，

回到了正增长区间，且上升势头相当明显。看上去，房价的反弹已经蓄势待发，地产行业可能正在

步入经济活动增长缓慢，房价却涨的‚滞胀‛局面。这应该是决策者不想看到的局面，却又是当前

调控政策很可能催生的结果。（图表 6） 

 

图表 6.   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已经触底回升，

上升势头明显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面对经济增长低迷的状况，国内货币政策的应对也有些反常。社会融资规模反映了实体经济从

金融体系获得的各类融资总量。经济增长低迷之时，货币宽松更应该以刺激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增

加实体经济融资为目标。但最近几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幅反倒走低，每月增量几乎回落到了

去年同期水平（同比多增接近于 0）。同时，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却因降息等宽松措施而大幅泛滥，

银行间市场日均成交量同比增幅更是创下十几年来的新高。当前这种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实体经

济融资收紧的局面，表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已明显阻塞。（图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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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增幅和社融增幅之间再度

大幅背离，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严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应该说，我国早就见识过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的危害。2014 年下半年到 2015 年上半年，我

国就因为宽松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不力，形成了资金积压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堰塞湖‛，并

最终催生了 2015年的‚股灾‛。在 2014年 11月 30日发表的《流动性堰塞湖待解》一文中，笔者写

下了如下文字：【5】 

‚金融市场的不差钱，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反差。看起来，由于流向实体经济的渠

道不畅，金融市场中已形成了流动性的‘堰塞湖’。在这样的局面下，货币政策放松只是推高了堰

塞湖中的水位，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牛市，却并未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流动性的堰塞湖已经给

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不小的风险。融资难给经济增长的稳定制造了障碍，加大了经济格局全

面崩坏的风险……而流动性堰塞湖大幅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之后，还让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上

升。近几个月快速增加的股市融资余额表明，有大量资金借助于加杠杆的方式进入了股市。次贷危

机已经告诉我们，建立在加杠杆之上的牛市注定无法持久。当杠杆率的变化方向发生逆转时，将给

股票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一语成谶，这篇文章发表半年之后，泡沫化的 A股市场就在 2015年 6月发生了‚股灾‛，对金

融系统带来巨大冲击。当然，由于当前对银行资金进股市的监管更为严格，2015 年那种股市大泡沫

的行情多半很难重演，但金融市场资金的泛滥终归还是会在金融资产价格上表现出来，增加金融体

系运行的风险。如果说当年‚流动性堰塞湖‛的生成还可归因于调控经验不足，那么当前‚流动性

堰塞湖‛的重现就只能说是一个政策调控的反常之处了。 

无需列举更多的经济反常之处就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明显偏离过去十多年的运行规律。

按照过去的经验，当经济面对当前这样的下行压力时，可以预期宏观政策会很快有力出手，有效托

底经济，经济增速可以很快触底回升。但如果过去的经验不再成立，经济前景就难以预料，经济向

好的预期就很难形成——这是当前各经济主体‚预期偏弱‛的核心原因。 

目前仍然可以期待，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反常之处可能只是疫情和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所造成

的短期现象。2022 年第 1 期的《瞭望》新闻周刊曾刊发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韩文秀撰写的文章《稳定宏观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6】。文中，韩副主任说：‚经

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

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又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

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制定和实施政策，都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实践标准，遵循

经济规律，以实践效果检验政策的成败优劣。‛ 我党一直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

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信在实事求是的路线之下，宏观政策最终能找到适合经济实际的

方向和发力点，进而把国内经济稳定下来。但要把这种信心变成现实，还有待宏观政策的恰当施行。

在那之前，市场将继续处在观望之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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