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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值 
上年同 

上期值 
2022 年 12 

期值 月预测 

经济增长 

GDP 当季同比

（%） 
8.1 4 3.4 1.8 

工业增加 

值同比(%) 
9.6 4.3  2.2  2.6 

固定资产投资 
4.9 4.9 5.3 5.2 

累计同比(%) 

社会消费品零 
12.5 1.7 -5.9 -1.0 

售额同比(%) 

出口同比(%) 29.9 20.58 -8.9 -9.0 

进口同比(%) 30.1 19.70 -10.6 -10.0 

贸易差额 
6764.3 944.60 698.4 800.19 

（亿美元） 

通货膨胀 

CPI 同比(%) 0.9 1.5  1.6  1.9 

PPI 同比(%) 8.1 10.3  -1.3  -0.2 

货币信贷 

新增人民币贷 
199462 11300 12100 8000 

款（亿元） 

M2 同比(%) 9.0 9.0 12.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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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国内疫情扰动加剧，供需两端压力犹在 

● 工业端扰动短期仍存，稳增长政策仍需发力 

● 防疫政策突然转向，短期消费受到扰动 

● 基建投资不断加快，投资稳定增长 

● 海外需求收缩，出口仍有压力 

● 国内疫情扰动再现，进口增速维持低位 

● 食品价格有所回升，服务价格依旧平稳 

● 能源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价格降幅收窄 

● 疫情防控政策转变，短期冲击信贷规模 

● 货币政策仍显宽松，但防疫政策转变的短期冲击拖累 M2 

● 美元指数稳中有降，人民币稳中有升 

 

内容提要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海外需求总额收

缩进一步显现，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加剧，国内经济复苏进程明显放缓。防疫政策不断优

化，国务院防疫二十条新规和“新十条”规定陆续颁布以后，市场信心大力提振，全面助力

社会面复工复产，但随着国内疫情政策转变，国内各地疫情陆续迎来一轮高峰，对整体经济

造成较大影响，预计第四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8%，较上个季度下降 2.1 个百分点，2022 年

全年 GDP 同比增长 2.7%，较去年下降 5.4 个百分点。 

供给端 

工业增加值：稳增长政策有望继续发力提供支撑，尽管全国多地疫情扩散等短期因素影

响产出增速及企业预期，但未来随短期冲击影响消退，终端需求季节性回暖叠加上游成本端

压力减小，工业企业生产激励存在支撑，预计 12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较上期回

升 0.4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较去年下降 6.2 个百分点。 

需求端 

消费：尽管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落实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服务类消费，但防疫政策的突然转

向使得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一次集中爆发，对 12 月消费产生一定的扰动，同时失业

率上升、居民存款增加都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预计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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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1.0%，较上期回升 4.9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

0.2%，较上年回落 12.7个百分点。 

投资：尽管房地产市场短期可能会继续走弱，但实物工作量加速形成支撑基建投资增速

不断加快、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增长以及民间投资增速逐步回暖将会促进投资平稳增长，预

计 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5.2%，较上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 

出口：新一轮外贸政策接连出台，稳外贸政策效果逐渐显现，供应链、产业链优势犹在，

对出口增速形成支撑，但海外需求总额逐渐收缩，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对出口的扰动加剧，叠

加 12 月高基数效应压制出口增速，预计 12 月出口同比增速为-9.0%，较上月下降 0.1 个百

分点，2022 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 7.9%，较去年下降 22 个百分点。。 

进口：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国内需求逐步修复利于进口增速，但高基数效应叠加疫情

扰动加剧压制进口增速，预计 12 月份进口同比增速为-10%，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 1.7%，较去年下降 28.4 个百分点。 

价格方面 

CPI：受国际原油下行、疫情扩散、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和部分商品供应改善影响，食品

价格环比有所回升，非食品相对平稳，预计 12 月 CPI 同比增长 1.9%，较上期上升 0.3 个百

分点，2022 年全年 CPI 同比增长 2.0%，较去年上升 1.1 个百分点。 

PPI：12 月国际油价受俄油限价落地和产油国减产力度不及预期影响有所下行，国内受

疫情扩散对工业生产扰动影响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下行，生活资料受需求端影响相对平稳，工

业生产价格同比有所回升，预计 12 月 PPI 同比下跌 0.2%，较上期回升 1.1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 PPI 同比增长 4.2%，较去年下降 3.9 个百分点。 

货币金融方面 

人民币贷款：尽管国内陆续出台稳楼市的积极政策，但随着疫情防控“新十条”的发布，

疫情感染的短期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经济运行受阻严重，12 月整体信贷需求减弱，

预计 1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8000 亿元，同比少增 3300 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207096 亿

元，同比多增 7634 亿元。 

M2：伴随国内持续出台的稳增长政策及减税降费措施，流动性仍将维持宽松，但疫情

防控政策转变的短期冲击将拖累 M2 同比增速，预计 12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2%，较上期下

降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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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美联储加息步伐短期内不会停止，国内外货币政策保持分化，压低人民币。

但随着国内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后续经济基本面恢复对人民币的支撑，人民银行力保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稳定，叠加年底释放的结汇需求，预计 2023 年 1 月人民币汇率在

6.85～7.00 区间双向波动。 

正  文 

GDP 增速部分：国内疫情扰动加剧，供需两端压力犹在 

预计 2022 年第四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8%，较上个季度下降 2.1 个百分点；2022 年全

年 GDP 同比增长 2.7%，较去年下降 5.4 个百分点。 

第四季度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海外需求总额收缩进一步

显现，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加剧，国内经济复苏进程明显放缓。防疫政策不断优化，国务

院防疫二十条新规和“新十条”规定陆续颁布以后，市场信心大力提振，全面助力社会面复

工复产，但随着国内疫情政策完全放开，国内各地疫情陆续迎来一轮高峰，对整体经济造成

较大影响。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工作任务，要抓实抓好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出台多项降税减费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巩固经济回

稳向上基础。需求端显示：2022 年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较上期回落

5.4 个百分点，受国内疫情的持续影响消费修复进一步放缓；11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

长 5.3%，增速较 1-10 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较上期回落 0.2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和基建

投资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中有升；11 月份出口和进口增速均大幅回落，较上期下降 8.4

个百分点，海外消费和生产需求持续收缩，国内疫情对进出口的扰动加剧，叠加去年同期高

基数效应的压制作用，进出口下行压力较大。供给端显示：2022 年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同比增长 2.2%，较上月增长下降 2.8 个百分点，疫情对供给端的冲击较

为显著；11 月份和 12 月份制造业 PMI 分别为 48%和 47%，制造业景气延续下跌趋势。 

综合来看，第四季度国内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加剧，国内需求仍旧偏弱，供需两端压

力犹在，但各项稳经济政策举措逐步落实，后续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疫情防控新政策助

力社会复工复产，经济基本面仍将呈现缓慢复苏趋势，预计第四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7%，

较上个季度下降 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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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DP：当季同比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工业增加值部分：工业端扰动短期仍存，稳增长政策仍需发力 

预计 2022 年 12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较上期回升 0.4 个百分点，三年复合

增速 4.7%；2022 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较去年下降 6.2 个百分点。12 月从生产

端来看，受多地疫情扩散及订单减少影响，焦化企业开工率仍低迷，保持 69%左右，石油沥

青装置开工率回落至 30.9%，受需求端汽车销售趋稳影响，全钢、半钢轮胎开工率维持较稳

定水平，分别为 54.4%和 61.4%。 

从拉升因素看：第一，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继续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指导政策性、

开发性银行用好用足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和 8000 亿元新增信贷额度，引导商业银行

扩大中长期贷款投放，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有利拉升上游工业需求；

第二，财政政策方面，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删除了之

前“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提法，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加力”的要求，财政政策的加

力范围或将扩大，对工业生产产生支撑作用。 

从压低因素看：第一，终端需求表现低迷，加上春节假期临近，预计下游开工仍有下降

预期；第二，12 月国内疫情扩散部分下游受疫情影响停工，短期对工业生产影响较大，另外

当前国内产成品库存去化仍在继续，需求未能完全修复情形下企业仍将以去库为主要倾向。 

综合而言，稳增长政策有望继续发力提供支撑，尽管全国多地疫情扩散等短期因素影响

产出增速及企业预期，但未来随短期冲击影响消退，终端需求季节性回暖叠加上游成本端压

力减小，工业企业生产激励存在支撑，预计 12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较上期回升

0.4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较去年下降 6.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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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不变价:当季同比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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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Wind，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消费部分：防疫政策突然转向，短期消费受到扰动 

预计 2022 年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下降 1.0%，较上期回升 4.9 个百分

点。预计 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 0.2%，较上年回落 12.7 个百分点。 

从拉升因素看：第一，政策利好。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

纲要（2022-2035年）》，《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促

进消费投资，内需规模实现新突破。完善分配格局，内需潜能不断释放；12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也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第二，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随着疫情防

控十条措施的优化落实，各地酒吧、KTV、健身房等场所陆续恢复经营，餐馆恢复堂食，各

类宾馆酒店恢复会议、培训、宴会的举办，跨省旅游以及“机票+酒店”业务逐步恢复都有

利于促进服务类消费，从而支撑消费。第三，汽车消费有所回暖。据乘联会初步推算，12月

狭义乘用车零售量在 22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4.5%，环比增长 33.3%。随着 12 月疫情防控

措施优化，汽车市场较上月有所回暖。 

从压低因素看：第一，防疫政策的突然转向将抑制短期消费。短期来看，宽松的防疫政

策会使新冠肺炎疫情迎来一次集中爆发，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扰动。第二，失业率上升影响居

民收入增长。1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创近半年新高，达到 5.7%，较上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

失业率上升直接导致居民收入下滑，降低了有效消费需求。第三，居民存款显著增加。根据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居民户新增人民币存款达到 2.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8 倍，

居民储蓄意愿明显增强，消费意愿降低。受疫情集中爆发的影响，预计 12 月药品零售额会

有明显的提升，但其他可选消费在存款增加的情况下将持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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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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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言，尽管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落实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服务类消费，但防疫政策的突

然转向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一次集中爆发，对 12 月消费产生一定的扰动，

同时失业率上升、居民存款增加都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预计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下降 1.0%，较上期回升 4.9个百分点。 

 

图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投资部分：基建投资不断加快，投资稳定增长 

预计 2022年 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5.2%，较上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 

从拉升因素看：第一，制造业投资保持相对较高增长。12 月 5 日央行降低金融机构存

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有利于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另外，根据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来看，未来可能会催生大量的制造业投

资需求，将会支撑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从而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然而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连续下滑也将对制造业投资形成一定下行压力。第二，基建投资增速不断加快。

在前期专项债不断扩容、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加量的支持下，实物工作量在 12月加快形成，

同时 12 月 20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形成更多

实物工作量，符合冬季施工条件的不得停工，有助于促进基建投资增速不断加快。第三，民

间投资增速逐步回暖。政府提出推进并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支持包括房地产企

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大大提振了民营房地产企业投资信心，由于房地产投资是民间

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举措将直接推动民间投资加快恢复。 

从压低因素看：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短期仍旧低迷。央行近期拟发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至 2023 年 3 月 31日前，央行将向商业银行提供 2000亿元免息再贷款，支持商业银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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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测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配套资金用于支持“保交楼”，封闭运行、专款专用；国有六大行落实“地产 16 条”，与

多家房企签订合作协议，已披露的意向性授信额度高达 12750亿元；证监会宣布在涉房企业

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五项措施，并自 11月 28日起施行。尽管不断有政策出台支持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但截至 12 月 28 日，3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以及成交面积同比

分别下降 27.8%和 22.5%，虽然降幅有所收窄，但仍处于下降区间，短期内难以扭转房地产

开发投资下滑的趋势。 

综合而言，尽管房地产市场短期可能会继续走弱，但实物工作量加速形成支撑基建投资

增速不断加快、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增长以及民间投资增速逐步回暖将会促进投资平稳增

长，预计 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5.2%，较上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 

 

图 4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出口部分：海外需求收缩，出口仍有压力 

预计 2022 年 12 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为-9.0%，较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年出

口同比增长 7.9%，较去年下降 22 个百分点。 

从拉升因素看：第一，新一轮稳外贸政策措施出台，稳外贸政策作用持续显现，对出口

增长起到促进作用。12 月 15-16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12 月 23 日，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将继续指导各地方，从“便利

商务人员往来、发挥各类展会作用和帮助外贸企业获取海外市场信息”三个方面发力，更大

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第二，欧洲能源危机并没有未完全改善，欧洲能源对外依存

度较高，叠加冬季供暖需求大幅增加，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在此背景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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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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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