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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经济数据点评 
 
 

投资带动经济开门红初现，看好未来政策持续发力 
  
 
 核心观点 

2023年前两个月的数据已经公布，观察数据，我们获得以下五点

启示。第一，生产扩张慢于需求，消费拖累大，关注库存累积可能的

影响。第二，房地产市场尚处调整阶段，仍需政策支持。第三，消费

链条恢复偏慢，关键在于稳就业。第四，制造业投资关注两因素驱动。

第五，政策靠前发力支撑基建投资。最后，向前看，房地产市场复苏

有基础有政策。MLF 增量续作，LPR 有望下调。从宏观角度，我们持

续看好基建、房地产相关产业链投资，同时看好新能源（主要是氢能）、

数字经济、军工领域的机会。对于固收领域，由于 3月是财政支出的

大月，央行可能加大流动性投放，意味着可能也有做多的机会。 

 风险提示： 

疫情演变超预期，国内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海外通胀超预期，国

际地缘政治风险变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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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前两个月的数据已经公布，观察数据，我们获得以下五点启示。 

第一，生产扩张慢于需求，消费拖累大，关注库存累积可能的影响。1-2月

份的数据呈现出明显的需求端超市场预期，而生产端略弱的现象。拆分数据可以

发现，工业生产的拖累在于消费链条相关的制造业减速，而投资带动的制造业生

产则在加速；同时，生产端稳增长期间累积的库存需要时间消化，亦可能拖累了

工业生产扩张。具体来看，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 2.4%，分板块看，采矿业、制

造业、公用事业同比分别为 4.7%、2.1%、2.4%，采矿业、公用事业减速，制造业

加速。细分行业看，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明显加速，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减速。加速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投资相关的中上游部分，而减速

行业则与消费相关性较高。相应的 1-2 月水泥产量同比降幅大幅收敛至-0.6%，

钢材产量同比转正至 3.6%，智能手机产量同比-14%降幅仍然偏大，集成电路降幅

扩大至-17%。2022 年的稳增长在生产端重点发力，今年 2 月 PMI 中产成品库存

分项升至 50.6%，为 2012 年 3 月以来最高，可能就是部分源于前期生产端稳增

长工具单兵突进。这部分累积的库存需要时间消化，可能是工业生产扩张慢于需

求的重要原因。 

图表1：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 图表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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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房地产市场尚处调整阶段，仍需政策支持。如同高频数据显示的一样，

开年商品房市场的确出现了止跌，1-2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为-

3.6%、-0.1%，对比去年 12月同比-31.5%、-27.7%显著改善，即使考虑去年房地

产市场下行形成的低基数影响，计算两年平均增速以剔除基数影响，1-2月商品

房销售面积、销售额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6.6%、-9.7%，较 2021年 12月-15.6%、

-17.8%亦明显改善。虽然商品房销售的改善十分明显，但在房企施工端数据则没

有那么乐观。表观数据来看，1-2月房屋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同比亦显著改

善，但基数影响大，同样看两年平均增速，1-2月新开工、施工、竣工两年平均

增速为-10.8%、-1.4%、-1.3%，对比 2021年 12月同比增速-11.4%、5.2%、11.2%，

房企施工端实际仍偏冷，这与微观调研的感受是一致的。同时，房企融资依然偏

紧，1-2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15.2%，降幅仍大；土地市场则在核心城市

集中供地优质地块的带动下，点状回暖。实际上，3 月以来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

成交面积同比增速较 2月放缓，即使是最前端的商品房销售当前来看仍有不确定

性。对比来看，2022年 6月，在上海疫情影响消退同时放宽落户条件，广州限购

松动等政策的影响下，商品房销售降幅一度出现收窄，但次月降幅再度扩大。因

此目前还不能给出房地产已趋势性回暖的判断。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

付凌晖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调整阶段。整体来看，伴随我国对于新冠

病毒实施“乙类乙管”，居民出行恢复，房地产市场支持政策供需双向发力，商

品房销售市场最先止跌；但是房企融资开闸集中在优质房企，全行业融资环境仍

然紧张，房企投资仍在低位徘徊。因此为了“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政策

仍需持续发力。 

图表3：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增速（%） 图表4：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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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消费链条恢复偏慢，关键在于稳就业。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

同比 3.5%，由负转正，疫情对居民出行的压制逐步消除，居民消费向疫情前靠拢，

但距离疫情前 8%的增长中枢仍有距离。分板块看，商品零售、餐饮收入同比分别

为 2.9%、9.2%，商品零售仍低于疫情前 7.9%的增速，而餐饮收入则接近疫情前

9%左右的水平。商品零售中，汽车销售是重要拖累，同比下降 9.4%。今年春节偏

早，部分购车行为提前至去年 12月，同时 2022年中出台的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

购置税政策，以及自 2010年起已实施 13年的国家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已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均对当前的汽车销售形成透支。另外拖累消费恢复

的部分主要是通讯器材、药品零售，其他品类零售额普遍较去年末改善。再与疫

情前比较，与 2019年末增速差距较大、恢复偏慢的品类主要是日用品、化妆品、

家电、建筑装潢、通讯器材等，集中在可选品，反映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振，同

时家电、建筑装潢与房地产市场直接相关，亦说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对于提

振消费至关重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在“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提到，消费能力来自于就业、来自于收入，所以一定要创新就业、收

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做好基本消

费品保供稳价工作。2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环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

超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5.5%的目标值，虽然投资实现了开门红，但目前体现

在劳动力市场还不明显，同时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增加到 1200万人，稳就业、

扩消费压力仍然不小，需要稳增长政策加力。 

第四，制造业投资关注两因素驱动。1-2月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同比

分别为-5.7%、12.18%、8.1%（去年 12月当月同比-12.9%、10.1%、7.8%），对比

基建投资两位数增长，房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制造业投资增速维持平稳。未来要

提振制造业投资，一方面是推动终端需求扩张，自下而上拉动相关设备、原材料

相关行业投资的扩张；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转型驱动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也是推动制造业投资的重要动力。2018年，制造业投资同比提高

至 9.5%，既受到 2016年以后经济复苏的拉动，也有政策助力设备更新改造的影

响。为进一步扩大优惠范围，引导企业加大设备、器具投资力度，提高企业创业

创新积极性，2018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曾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将固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政策范围由企业新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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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研发仪器、设备扩大至企业新购进的单位价值 500

万元以下设备、器具。鉴于此，当前制造业投资宜在传统经济复苏带动的中上游

领域，以及新兴产业方向寻找，重点关注新能源的氢能方向、数字经济等方面。 

第五，政策靠前发力支撑基建投资。前两个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发行近

9000 亿，约占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限额的 23%，与 2022 年前两个月 24%接

近，体现政策靠前发力的倾向。同时 1-2 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合计新增 4.6 万亿，

亦为基建投资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支撑。1-2 月财政存款合计增长 1.14 万亿，为

未来财政政策继续发力积蓄了空间。上半年基建投资有望维持较高增长，方向上，

建议关注城市更新改造、新型城镇化方向。 

最后，向前看，房地产市场复苏有基础有政策。我们继续强调房地产市场是

经济开门红持续性和复苏成色的核心，未来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向健康发展靠拢，

既有基本面支撑，又有政策必要性。首先，市场只关注居民超额储蓄向消费转化

的程度，却忽略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2020 年下半年到 2021 年上半年期间，

70 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再次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而在此之前居民储蓄存

款增速自 2018 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上行，可以说，居民储蓄存量是这段时期房地

产市场上行的重要支撑，而其上行的时间则与当时疫情的消退时间重合。同时，

结合居民收入结构来看，超额储蓄向高端消费品的转化相对更容易，而一定程度

上住宅的购买决策与高端消费品具有相似性，那么超额储蓄向商品房市场的转化

可能也更容易发生。因此，考虑 2022 年居民储蓄存款再次形成超额增长，同时

当前疫情的影响已基本消退，房地产市场具有回归健康发展轨道的基础。其次，

如前所述，房地产市场当前处于复苏初期，同时消费链条在供需两端均偏弱，需

要稳增长政策支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从国内来看，

目前经济仍然处在初步恢复阶段，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稳定经

济运行、促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扩大内需方面，政策会

持续加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把扩大

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可以说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将继续加力的方向。此前，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提到，要实现 5%左右的增长，并不轻松，需要倍加努

力。因此，从年内时长维度观察，政策的取向是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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