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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局平稳复苏，关注顺周期动能修复

内容提要

1-2 月经济数据再度验证经济疫后修复的进程，除生产端仍受到一定疫情尾端的

扰动外，消费和投资整体增速均高于预期。整体看，靠近政策端的基建和制造业仍是

支撑内需的主要动能，同时经济的顺周期力量也在疫后显现一定的修复特征。消费同

比增速重回正值区间，居民生活半径修复支撑社交经济加快修复，餐饮消费回升较快。

基建和制造业仍是支撑投资端的主要动能，也符合年初基建项目开复工较快的高频数

据特征；房地产投资则延续降幅快速收窄，但仍弱于去年年初表现，年初房建项目开

工依然受制于资金到位不足的扰动。尽管 2 月二手房市场明显回暖，但在前期积压需

求消化后需求端能否持续修复仍存在较强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当前经济处在疫后修复的前半程，体现为环比增速的快速爬坡过程，

但内生动能尚在修复阶段，同比增速与潜在增速仍有距离。往后看，通常经济将经历

1-2 个季度的疫后脉冲式修复阶段，更多地体现为场景恢复和积压需求的释放。而后

内生动能的修复将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经济环比增速逐步减弱，同比增速继续

向潜在增速回归。因此后续就业和消费仍是内生动能的关键，作为吸纳中低收入群体

就业的主力，地产的修复仍是后续经济复苏动能的重要观测指标。

年后政治局会议的政策定调以及两会经济增长目标低于预期，都体现了政策对高

质量和可持续性增长的诉求，弱化经济增速的目标，而强调就业的政策抓手，把恢复

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因此，大规模刺激性政策缺位下今年经济复苏大概率偏于

温和，政策或进入对经济修复成色的观察期。短期风险在于 2季度国内经济修复斜率

不及预期，但届时三季度仍有增量政策出台窗口，中期看无需太担心今年经济修复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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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件

国家统计局发布 1-2 月经济数据：

1）中国 1 至 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2.4%，预期 3.0%，去年 12 月为 1.3%；

2）中国 1 至 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3.5%，预期 2.9%，去年 12 月为-1.8%；

3）中国 2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 5.6%，预期 5.4%，前值 5.5%；

4）中国 1 至 2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5.5%，预期 3.3%，前值 5.1%。

4）中国 1 至 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7%，去年 12 月为-12.2%；1 至 2 月基建(含电

力)投资 12.2%，去年 12 月为 10.4%；1 至 2月制造业投资 8.1%，去年 12 月为 7.4%。

图 1：宏观经济热力图（%）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二、 1-2 月经济数据验证经济疫后修复进程

1-2 月经济数据再度验证经济疫后修复的进程，除生产端仍受到一定疫情尾端的扰

动外，消费和投资整体增速均高于预期。整体看，靠近政策端的基建和制造业仍是支撑

内需的主要动能，同时经济的顺周期力量也在疫后显现一定的修复特征。消费同比增速

重回正值区间，居民生活半径修复支撑社交经济加快修复，餐饮消费回升较快。基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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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增速继续小幅上行，仍是支撑投资端的主要动能，也符合年初基建项目开复工较

快的高频数据特征。房地产投资则延续降幅快速收窄的过程，但同比仍为负值显示年初

地产投资和销售面积仍慢于去年同期，年初房建项目开工受制于资金到位不足的扰动，

国内贷款仍然偏弱。尽管 2 月二手房市场明显回暖，也带动新房市场销售回升，但在前

期积压需求消化后需求端能否持续修复仍存在较强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当前经济处在疫后修复的前半程，体现为环比增速的快速爬坡过程，但

内生动能尚在修复阶段，同比增速与潜在增速仍有距离。往后看，通常经济将经历 1-2

个季度的疫后脉冲式修复阶段，更多地体现为场景恢复和积压需求的释放。而后内生动

能的修复将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经济环比增速逐步减弱，同比增速继续向潜在增

速回归。因此后续就业和消费仍是内生动能的关键，作为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主力，

地产的修复仍是后续经济复苏动能的重要观测指标。

年后政治局会议的政策定调以及两会经济增长目标低于预期，都体现了政策对高质

量和可持续性增长的诉求，弱化经济增速的目标，而强调就业的政策抓手，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因此，大规模刺激性政策缺位下今年经济复苏大概率偏于温和，

政策或进入对经济修复成色的观察期。短期风险在于2季度国内经济修复斜率不及预期，

但届时三季度仍有增量政策出台窗口，中期看无需太担心今年经济修复的趋势。

图 2：顺周期需呈现疫后修复特征（%） 图 3：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基建和制造偏强（%）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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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经济修复早期阶段就业仍然偏弱（%） 图 5：16-24 岁失业率仍高于往年同期（%）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地产投资延续修复，多指标降幅快速收窄

中国1至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7%，较去年12月当月同比回升6.5个百分点，

其中新开工、施工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均延续快速的降幅收窄过程，仅有竣工增速回到正

值区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降幅同样快速收窄，但国内贷款仍然偏弱，年初房建项目

开工仍受制于资金到位不足的扰动。

从高频数据来看，继 2 月商品房成交回升后，3月初 30 城新房成交面积有所回落，

但在前期积压需求的释放后，未来需求能否持续恢复仍是关注重点，这也是地产产业链

能否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从政策角度看，两会报告未提及“房住不炒”并增加“支持

改善性住房需求”，地产基调整体偏宽松，但继续强调“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

改善资产负债表状况”、“防止无序扩张”，防风险下“因城施策”或仍是大方向，一

二线城市刺激性政策或难出台。预计今年地产投资结构或呈现出“竣工施工强+开工中性

+拿地偏弱”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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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房地产投资降幅快速收窄（%） 图 7：土地成交增速（%）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8：竣工>施工>开工（%） 图 9：国内贷款仍然偏弱（%）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10：30 城商品房成交面积（万平方米） 图 11：重点城市二手房住宅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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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政策端的基建和制造业仍是支撑内需的主要动能

1-2 月全口径基建投资同比 12.2%，较 12 月单月增速继续回升 1.8 个百分点，其中

不含电力口径下的基建投资增速从 14.3%回落至 9%，整体看基建投资维持较强韧性，和

制造业投资成为支撑内需的主要动能。基建意愿、项目、资金的合力继续发挥作用，1-2

月企业中长贷大幅多增，同时基建年后开复工节奏较快，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和水泥发

运率年后均维持回升趋势。

预计今年基建投资节奏上整体或偏前置，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取向积极，但利润上

缴、结转结余、专项债限额空间等退坡下，实际可用财力比去年有一定下降，下半年在

高基数和资金来源的约束下基建增速或略有放缓。

图 12：基建投资维持高增长（%） 图 13：建筑业景气度仍在高位（%）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14：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图 15：全国水泥发运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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