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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首席经济学家调研

看宏观  

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 

（2022 年 1 月） 

 

2 月信心指数升至一年内最高，未来一个月经济将呈扩

张态势 

 

 

摘 要 

 

2023年 2 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

指数”为 51.33，反弹至一年来最高位置。经济学家们认为随着疫情影

响的减弱，我国经济将明显复苏，未来一个月经济将呈扩张态势。 

3 月初全国两会将在北京召开，经济学家们对届时将会公布的全年

GDP增速目标的预测均值为 5.28%，对CPI增速目标的预测均值为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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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预计 2023 年我国通胀可控，他们对 1 月 CPI 同比增速的预

测均值为 2.13%，PPI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0.46%。 

经济学家们预计具体政策在上半年将陆续落地，财政政策或积极发

力；货币政策将继续偏松。经济学家们预计未来一个月存款基准利率、

一年期LPR利率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生调整的可能性均较

小。 

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本次调研中，首席经济学家们预计 1 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将由上月的 14000亿元大幅上升至 40824 亿元。他们对新增社

融的预测均值为 5.58 万亿元，对 M2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11.68%。 

2023 年 1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7604。经济学家们对 2

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预测均值为 6.75。同时，他们对年底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的预期均值为 6.58，这意味着届时人民币汇率将较 1 月底的水

平升值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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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心指数：反弹至一年内最高点 

2023年 2 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

指数”为 51.33，反弹至一年来最高位置。经济学家们认为随着疫情影

响的减弱，我国经济将显著复苏，未来一个月经济将呈扩张态势。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庞溟预计，2023 年中国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将出现

较为明显的、全面的、积极的改善。经济总量将再上新台阶，宏观政策

效能与发展质量将稳步提升，全方位的、多层次的、高水平的制度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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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格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发展格局将不断完善。他表示，目前来

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积极的、有利的因素体现在经济发展基本面

的长期向好和政策面的质效齐升，主要包括：优化调整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有序实施；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的基础不断巩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生效，继续向市场发出稳增长、扩内需的明确信号；

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加大重点领域

投入，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推动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且未来政策

工具箱还有较大空间、较强储备、较多选择。 

兴业证券王涵认为，上半年经济恢复节奏或明显加快。他的判断依

据如下：防控放开对中长期经济的推动或明显体现；消费活力或明显释

放，可能快速向正常水平回归；地产在政策托底下或企稳改善；基建或

继续发力，继续发挥稳经济功能。同时，出口方面可能面临压力，在高

基数以及海外衰退风险下，增速或偏弱。 

2、全国两会将会设定的全年 GDP 增速目标：预测均值为 5.28% 

3 月初全国两会将在北京召开，经济学家们对届时将会公布的全年

GDP增速目标的预测均值为 5.28%，对CPI增速目标的预测均值为 2.71%。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表示，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需要。任何国家在

确定本国经济增速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就业目标。2020~2022 年

的三年里，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4.5%，每年新增就业基本达到 1200 多

万人。今年，我国的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有 1158 万大学生要毕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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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5.5%左右的失业率，新增就业至少要达到 1200 万人，经济增长 5%

甚至更高一点是有必要的。同时，经济增长目标要有可行性。考虑到世

界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我国出口和利用外资受限、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

房地产行业恢复艰难等因素，实际经济达到更高水平难度不小。结合我

国潜在经济水平，把经济增长目标设在 5%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德勤中国许思涛表示，考虑到基数效应和当前政府把稳增长作为工

作重点，2023年实现经济预期目标的空间会相对大一些，并且对于通货

膨胀会有更高的容忍度。 

环亚数字金融研究院李文龙认为，考虑到 2022 年的基期效应以及

2023年各地“拼经济、促发展”的工作重点，在没有严重意外冲击的情

况下，5.5%的基本增速目标可以实现。 

植信金融研究院连平认为，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设定为不低于

5.5%，这样既向潜在增长水平修复，也有可行性，又不至于对政策提出

过高的要求，同时也基本符合远景目标进度的要求。尤其是在国际环境

极为严峻、压力持续增大的条件下，避免经济增速过低甚至失速，保持

平稳适度的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3、物价：1 月 CPI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2.13%，PPI 同比增速预测

均值为-0.46% 

经济学家们对 2023年 1 月 CPI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2.13%，较统

计局公布的 2022 年 12 月值（1.8%）上升 0.33 个百分点。其中，兴业

证券王涵给出了最高预测值 2.6%，英大证券郑后成和招商银行丁安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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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最低预测值 1.5%。 

1 月 PPI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0.46%，高于统计局公布的上月值

（-0.7%）。在调研中，对 1 月 PPI 同比增速的预测最高值为-0.2%，来

自瑞穗证券周雪和德勤中国许思涛，最低预测值为-0.9%，来自英大证

券郑后成。 

工银国际程实认为，2022年全球性通胀狂潮中，中国逆势而行，2022

年通胀率仅为 2%。鉴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位置，市场一直以来

就对中国通胀心存担忧，而疫情政策优化后，中国经济热度持续升温，

IMF就在1月底的最新报告中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一次性大幅上

调 0.8 个百分点至 5.2%，在经济信心提振的同时，对通胀的担忧则进一

步加深。他认为，2023 年供需端与政策端多股力量将继续交织角力，虽

然通胀中枢上行难以避免，但上升幅度较小且整体波动有限，预计 2023

年中国 CPI 同比增幅为 2.3%左右，物价稳定可期。从供需角度来看，需

求反弹正在加速进行，推升物价上行势在必然，但或难与供给侧冲击形

成共振。从宏观政策角度来看，疫情期间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坚

持不搞大水漫灌”，对于疫后通胀水平的滞后性影响较低，为复苏阶段

宏观政策调控留有发力空间。 

英大证券郑后成表示，CPI 方面，从核心 CPI 月同比与交通工具用

燃料 CPI月同比走势看，二者均跟随 PPI 月同比。对于 PPI 月同比，他

的基本判断是 2023年 6 月可能是 PPI月同比的年内低点。这就意味着，

2023年 6月大概率也是核心 CPI月同比与交通工具用燃料 CPI月同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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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低点。综合来看，即使下半年核心 CPI 月同比与交通工具用燃料 CPI

月同比上行，其上行幅度也不会很高，因为 PPI 月同比在 2023 年下半

年大幅上行的概率较低。此外，猪肉 CPI 当月同比在 7~10 月大概率还

将继续下行，对 CPI 当月同比形成压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

2023年 CPI当月同比总体不会太高，且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宽底U”

形特征。PPI 方面，在 2022 年国际油价呈“倒 V”形走势的背景下，他

认为 2023 年国际油价大概率呈现“V”形走势。二者叠加，他认为 2023

年 PPI 月同比大概率呈“V”形走势。2023 年 1~6 月 PPI 月同比持续下

行，录得深度负增长，并在 6 月触底，但是反弹的力度不会太高，12

月大概率依旧处于负值区间。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则 2023 年 PPI

月同比全年处于负值区间，类似于历史上 2012 年 3 月至 2016年 8 月的

情况。 

——————————————————— 

2022年 12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3 年 1 月预测（CPI）： 

康勇：2.2% 

王涵：2.6% 

温彬：2.2% 

周雪：2.4% 

郑后成：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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