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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事件：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15 日，北京、江苏等 31 个省市的省级地方两会陆续召开。 

⚫ 三分之二的省市制定的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在 5%-6%区间，大部分省市下调了

经济增速目标：1）19 个省市公布了 2022 年 GDP预计增速，均低于增速目标，和

增速目标的差距普遍在 2-3.5个百分点，其中西藏和贵州的差距最大，为 5 个百分

点，福建的差距最小，仅为 1.3 个百分点，2022 年疫情反弹对各地经济均造成较大

冲击；2）6 个经济大省 2023年的 GDP目标平均为 5.3%，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4.5%以上”和“5.5%以上”；3）部分省市对经济增速目标作出了解释，主要考

虑到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疫情的影响、以及和“十四五”规划等目标相衔接。 

⚫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目标普遍较高，其中海南和重庆对基建投资增速的预期在 10%

以上，今年重大项目和基建依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25 个省市公布了 2023 年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平均值为 8.5%；不少省市将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在

10%以上，其中最高的海南省为 12%；海南和重庆分别要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2%以上”和“10%以上”，2022 年前 11 月两地的基建增速分别为 17.9%和

8%，表明今年基建有望维持韧性，海南还提到“谋划推出一批 PPP 项目和首单基

础设施 REITs 项目”，各地或通过 PPP和 REITs 撬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基建。 

⚫ 消费存在低基数效应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带来的双重优势，然而在此背景下，各地

的社零增速目标普遍下调。23个省市公布了 2023 年社零增速目标，平均值为

7.8%；近两年均公布社零目标的省市中，12 个省市下调目标，3 地的目标与去年持

平，6 个省市的目标高于去年。湖南、海南、云南和新疆都提出了旅游业相关目

标，其中云南旅游总收入（1.2万亿）、海南旅游收入（增长 25%）的预期值超过

了 2019 年实际值，新疆接待游客数的目标（2 亿）与 2019年持平，不过海南旅游

人数（增长 20%）、湖南旅游业总收入目标（8000 亿左右）均低于 2019 年实际

值，旅游业能否回到疫情之前还尚待观察。  

⚫ 各省市纷纷将“扩内需”置于今年工作之首，举措包括促进大宗消费、推进旅游复

苏、以及安排消费补贴等。山东提出“优化拓展汽车、家电、文旅等消费券使

用”，西藏要求“安排消费专项补贴资金，切实稳定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预

计今年地方性的消费补贴依然可期。 

⚫ 产业政策方面，关注制造业、新兴产业、专精特新和数字经济：1）制造业大省广

东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壮大制造业的措施，包括打造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支持设备

更新改造和技改等；2）各地普遍要求培育新兴产业，主要涉及半导体、元宇宙、互

联网 3.0、新能源和生物医药等；3）要求更大力度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4）北

京提出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重庆表示要发力发展数字经济。 

⚫ 河南省再提“防风险”。除了延续“积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表述外，河南

省还提到了村镇银行风险处置方式——“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完成河南农商联合

银行组建。抓好 4 家村镇银行后续风险处置，分类推进其他村镇银行改革重组”。

减税降费、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均制约地方政府的财力，在此背景下，今年地方政府

或更加关注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 各地还根据自身定位和资源禀赋设定了个性化目标，例如，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

—浙江提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30 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 15 万

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超过 90%”，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提高城乡协同水平；贵州省

则为物流行业发展制定了具体目标，2023 年预期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重下

降到 14.5%左右（比去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 

⚫ 疫情反弹导致总需求超预期回落；地缘冲突演绎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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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省市经济、投资和消费增速目标 

  GDP增速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目标 

  2023 年 2022 年 2022 年实际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北京 4.5%以上 5%以上           

天津 4%左右 5%以上   3%左右 5.5%左右 6%左右 7% 

河北 6%左右 6.5%   6.5%左右 6.5% 6%以上 8%左右 

山西 6%左右 6.5%左右   7%以上 8% 7%左右 7% 

内蒙古 6%左右 6%左右 4%以上 10%以上       

辽宁 5%以上 5.5%以上 2.3%左右 10%以上 10%左右 7%左右 8%左右 

吉林 6%左右 6%右   7%左右 7%左右 7%左右 6.5%左右 

黑龙江 6%左右 5.5%左右   8%以上 10%以上   7%以上 

上海 5.5%以上 5.5%左右           

江苏 5%左右 5.5%以上         6.5%左右 

浙江 5%以上 6%左右 3%左右 6%以上   4.5%左右 6%左右 

安徽 6.5%左右 7%以上 3.5%左右 10%以上 10%以上 10% 9%左右 

福建 6%左右 6.5% 5.2%以上 6% 6.5% 10% 9% 

江西 7%左右 7%以上 5%左右 8%以上 8%以上 8.5%左右 10%以上 

山东 5%以上 5.5%以上 4%左右         

河南 6% 7% 4% 10% 10% 8% 8% 

湖北 6.5%左右 7%左右 4.7%左右 10%以上 10%以上 10%以上 10%以上 

湖南 6.5%左右 6.5%以上 4.5%以上 7%以上 8% 7.5%   

广东 5%以上 5.5%左右 2%左右 8% 8% 6% 6.5% 

广西 5.5%左右 6.5%以上  3%左右 8% 10% 6.5%以上 8% 

海南 9.5%左右 9%   12%左右 8% 10%左右 11% 

重庆 6%以上 5.5%左右 2%左右 10% 6%左右 6% 7%左右 

四川 6%左右 6.5%左右      8%   8% 

贵州 6%左右 7%左右 2%左右 5%左右   7.5%以上 10%左右 

云南 6%左右 7%左右 4%左右 9%左右 7%以上 10%以上 8%以上 

西藏 8%左右 8%左右 3%左右 13%左右   10%左右   

陕西 5.5%左右 6%左右 4.5%左右 8%左右 7%左右 6%左右 7.5%左右 

甘肃 6% 6.5%以上   10% 9% 10% 8% 

青海 5%左右 5.5%左右 2.5%左右         

宁夏 6.5%左右 7% 5%左右 10% 8% 5% 7% 

新疆 7%左右 6%左右   11%左右 10%以上 12%左右 6%左右 

河北 6%左右 6.5%   6.5%左右 6.5% 6%以上 8%左右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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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部分省市两会提出的要点 

省市 要点 

北京 积极布局互联网 3.0 等新赛道；新增 5G 基站 1 万个以上；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山西 
再发放一批电子消费券和“爱心消费券”（2022 年财政投入超 13 亿元发放消费券，其中针对

特困救助供养对象每人发放 4000 元“爱心消费券”） 

内蒙古 努力实现“开门稳、开门红” 

江苏 

突出抓好 220 个省级重大项目和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 102 项重大工程建设 

积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元宇宙等未来产业 

更大力度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浙江 
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制定支持政策，建立专业化服务机制，鼓励平台企业加强前沿

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江西 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支持政策；2023 年完成年度投资 1.56 万亿，同比增长 42% 

山东 

实施“山东消费提振年”行动，包括：优化拓展汽车、家电、文旅等消费券使用，提质发展餐

饮、家政、养老等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促进，开展品质鲁货网购节活动，打造一批电商产

业带，加快建设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培育智慧商圈、特色街区、老字号集聚区；同时，深

度挖掘乡村消费潜力；打造黄河文旅消费品牌；实施文旅提质赋能计划等。 

河南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调整妨碍消费的限制性措施； 

激活房地产市场； 

大力发展平台经济、首发经济、共享经济、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 

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做好中原银行改革重组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完成河南

农商联合银行组建。抓好 4 家村镇银行后续风险处置，分类推进其他村镇银行改革重组。积极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湖南 

力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2 万亿元(2021 年实际 1.86 万亿）；新增百亿企业 10 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60 个；力争旅游业总收入

达 8000 亿元左右（2019 年实际 9762 亿） 

海南 

力促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0%以上，谋划推出一批 PPP 项目和首单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 

以旅游复苏为牵引，实施“促消费六大行动”，力争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20%和 

25%，离岛免税购物销售额突破 800 亿元 

重庆 

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1%以上；制造业投资增长 12%以上，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提高

到 36%以上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 
扩大内需政策包括：1）调整制约消费过时政策；2）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3）

支持成都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云南 2023 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1.2 万亿（2019、2020 年分别为 1.1 万亿和 6477 亿） 

西藏 安排消费专项补贴资金，切实稳定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甘肃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 

青海 重点推进重大项目 800 个以上，总投资 1.3 万亿元；加速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宁夏 

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把项目建设作为主要引擎，2023 年全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1000 个以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00 亿元以上。全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确保实际到位资

金达到 1870 亿元以上 

新疆 
加快推动旅游业提振复苏，力争接待游客达到 2 亿人次（2022 年预计全年接待游客 1.3 亿人

次；2019 年首次突破 2 亿）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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