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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点评 

5%增速目标留有空间，消费是主要发
力点——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2023 年 03 月 08 日 

[Table_Summary] 

【事项】 

 
◆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审议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报告”）。 

 

【评论】 

◆ 外部阻力明显加大。报告新增“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表述，反

映当前中美大国博弈格局已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后续我

国发展环境或将面临较大约束。 

◆ 5%左右GDP增速目标为不确定性预留空间，实际GDP增速有望在5%以

上。一是国内外多家权威研究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最新预

测均上调中国2023年GDP增速至5%以上；二是2023年稳就业任务加

重，经济增速回归常态必要性提升；三是大部分省份GDP增速目标在

5%以上。 

◆ 稳增长置于首位，扩内需、拉消费为主要抓手。消费是经济修复主

力军，预计在GDP中的贡献加大；专项债规模缩减，基建托底经济作

用或减弱；外部环境恶化，出口预期转弱，下行压力加大。 

◆ 财政休养生息，增量政策有限。2023年一般公共财政仍处于紧平衡

状态，3%的赤字率目标不及预期。同时，报告对财政增量政策表述

偏谨慎，对地方政府债务表述趋严，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或有

限。 

◆ 货币政策以结构性为主，二季度或边际趋紧。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定

调强调“精准”、“针对性”，且在利率方面无方向性表述。意味着下

一阶段流动性增量有限，全面大规模流动性投放概率偏低，货币政

策或将转向利用结构性政策工具定向支持实体经济，在二季度国内

经济修复信号得到充分验证后，前期偏宽松货币政策趋于收紧。 

 

 

【风险提示】 
◆ 全球通胀保持黏性，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 
◆ 美国、欧元区经济衰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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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 

全球经济下行叠加中美大国博弈格局加速演变，外需对我国经济支撑或

减弱。对于当前全球形势，报告除再次强调“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球

通胀仍处于高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外，新增“外部打压遏制

不断上升”表述，反映当前中美大国博弈格局已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各领

域，后续我国发展环境或将面临较大约束。 

国内“三重压力”聚焦为需求不足和预期不稳。相比 2022 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

年报告对国内环境的描述转变为“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

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表明供给端压力明显缓解，经济修复瓶颈主要在需求

端。 

2. 5%左右 GDP 增速目标为不确定性预留空间 

报告设定了 2023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其中，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目标设定为“5%左右”。其他主要目标包括，就业方面“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物价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

左右”等。我们认为，今年将 GDP 增速目标设定在 5%左右，主要考虑到了外

部不确定性加大和国内消费复苏节奏有待观察，实际 GDP 增速有望在 5%以上。 

一是 5%以上 GDP 增速符合符合国内外预期。如 IMF 在 1 月份发布的最新

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中，将中国 2023 年的 GDP 增速上调至 5.2%，较 2022 年 10

月的预测高 0.8 个百分点，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野村等机构均上调

2023 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至 5%以上。国内方面，2023 年 GDP 增速 Choice 一

致预期为 5.3%。 

图表 1：GDP 增速与就业 

 
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注：2020年未设置GDP增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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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稳就业任务加重，经济增速回归常态必要性提升。今年城镇新增就

业目标为 1200 万人左右，较 2022 年增加 100 万人，而 2023 年的 GDP 增速目

标较 2022 年有所降低。扩大就业规模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因此今年的

经济增速不宜过低。此外，2022 年 GDP 实际增速低于预期，稳就业压力递延

至 2023年，亟待通过经济加快修复来缓解就业压力。 

三是大部分省份 GDP 增速目标在 5%以上。仅天津、北京两地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在 5%以下；青海、江苏两省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与全国目标持平；

其余 27 个省市自治区将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在 5%以上；其中有 20 地将

2023 年的 GDP 增速目标设定在 6%或以上。表明各地的发展信心充足，最终

GDP 增速在 5%以上的概率偏大。 

图表 2：各省 2023年经济发展主要目标 

 
资料来源：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3. 稳增长置于首位，扩内需、拉消费为主要抓手 

消费是经济修复主力军，预计在 GDP 中的贡献加大。报告提出“把恢复

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和 2021 年“稳定和扩大消费”、2022 年“推动消

费持续恢复”表述相比，消费的地位明显提升。具体方向上，报告提出要

“稳定大宗消费”以及“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与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预计政策对汽车、家

电等大宗消费的支持力度有望延续，同时服务消费支持举措有望发力。 

专项债规模缩减，基建托底经济作用或减弱。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 3.8 万亿元”，规模较 2022 年的 3.65 万亿有所提升，但由于 2022

年有 5000 多亿专项债结存限额增量，实际新增专项债规模在 4 万亿以上，因

2022GDP
2023GDP

目标

规上工业

增加值

固定资

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进出口

总额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城镇调查

失业率
城镇新增就业 CPI 居民收入

海南 0.20% 9.5%左右 12%左右 10%左右 15%左右 5.5%左右 3%左右 城镇9%左右，农村9.5%左右

西藏 1.10% 8%左右 5%左右 3%以内 城镇8%左右，农村10%左右

新疆 3.20% 7%左右 9%左右 11%左右 12%左右 10%左右 10%左右 5.5%以内 3%左右 城镇7%左右，农村8%左右

江西 4.70% 7%左右 8%左右 8%以上 8.5%左右 5.5%左右 城镇6.5%左右，农村7.5%左右

安徽 3.50% 6.5%左右 10%以上 9.50% 12% 7% 5.5%左右 68万人左右 3%左右 城镇7%，农村8%

湖北 4.30% 6.5%左右 70万人以上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湖南 4.50% 6.5%左右 7.50% 7%以上 10% 8%以上 5.5%左右 70万人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宁夏 4% 6.5%左右 8%以上 10% 5% 5.50% 5.5%以内 3%左右 城镇6.5%，农村7.5%

黑龙江 2.70% 6%左右 7%左右 8%以上 9%左右 6以下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吉林 -1.90% 6%左右 7%左右 7%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6%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内蒙古 6%左右 7%以上 6%左右 20万人以上

甘肃 4.50% 6%左右 7% 10% 10% 6% 5.5%左右 3%以内 城镇6%，农村7.5%

四川 2.90% 6%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85万人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重庆 2.60% 6%以上 8% 10% 6% 3% 60万人以上 3%以内 快于经济增长

贵州 1.20% 6%左右 5%左右 7.5%以上 6%左右 60万人以上 城镇7%左右，农村9%左右

云南 6%左右 9%左右 9%左右 10%以上 15%左右 5% 5.5%以内 50万人以上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山西 4.40% 6%左右 7%以上 7%左右 5% 5.5%左右 45万人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河北 3.80% 6%左右 5.5%以上 6.5%左右 6%以上 5% 6%左右 6.50%

河南 3.10% 6% 7% 8% 5% 110万人 3%

福建 4.70% 6%左右 6% 10% 7% 6%左右 5.5%左右 3%左右 城镇7%，农村7.5%

陕西 4.30% 5.5%左右 3% 5.5%以内 40万人以上 3%左右 城镇6.5%左右，农村7.5%左右

上海 -0.20% 5.5%以上 5.50% 5%以内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广西 2.90% 5.5%左右 6.50% 6.5%以上 7%以上 6%以内 30万人

辽宁 2.10% 5%以上 6%左右 10%以上 7%左右 6%左右 5%左右 5.5%左右 45万人左右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广东 1.90% 5%以上 5.5%以上 8% 6% 3% 110万人以上

山东 3.90% 5%以上 5%以上 5.5%以内 110万人以上 3%左右 5%以上

浙江 3.10% 5%以上
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5%以内 3%以内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青海 2.30% 5%左右 5.5%左右 6万人以上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江苏 2.80% 5%左右 5.5%左右 5%左右 120万人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北京 0.70% 4.5%以上 4%左右 5%以内 26万人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天津 1.00% 4%左右 3%左右 6%左右 持平略增
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5.5%左右 35万人 3%左右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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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专项债规模上看，2023年对基建的实际刺激力度或边际减弱。 

出口下行压力加大。报告对进出口目标的表述是“促稳提质”，对比 2021

年的“量稳质升”和 2022 年的“保稳提质”，预期逐年下降。预计在外需不

确定性不断加大、国际环境风险与挑战增加的背景下，2023 年出口增速中枢

将是整体下行趋势。 

4. 财政休养生息，增量政策有限 

赤字率不及预期。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 3%安排”，较 2022 年高

0.2 个百分点。财政部 3 月 6 日发布的《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明确指出，“2023 年国内经济有望总体

回升，加上 2022 年集中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为财政收入

恢复性增长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国企上缴利润显著低于 2022 年，且财政支

出刚性增长，2023年一般公共财政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从赤字推算出 2023 年名义 GDP 增速 6.9%。《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预计 2023 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17300 亿元，增长 6.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130 亿元，

增长 5.6%；赤字 38800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5100 亿元。结合今年 3%的目标

赤字率，可推算出今年名义 GDP 目标为 129.3万亿元，较 2022 年增长 6.9%。 

财政增量政策有限。报告提出“对现行的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

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相较往年“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减税降费力度只增不减”等表述，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 

地方财政约束增强。报告新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

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表述，表明对地方债监管

趋严。 

5. 货币政策以结构性为主 

货币政策强调“精准”、“针对性”。报告对 2023 年货币政策定调为“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对比 2022 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加强调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意味着下一阶段流动性增

量有限，全面大规模流动性投放概率偏低，货币政策或将转向利用结构性政

策工具定向支持实体经济。 

预计全年利率前低后高。报告对货币政策着墨较少，尤其是利率方面，

未出现往年“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

利率”等方向性表述。预计在二季度国内经济修复信号得到充分验证后，偏

宽松货币政策趋于收紧。 

 

【风险提示】 
 全球通胀保持黏性，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 

 美国、欧元区经济衰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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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3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