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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顺利实现了年初制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全

年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疫情前明显提升；工业经济保

持稳定复苏态势，服务业复苏受疫情扰动波动较大、结构有所分化。2022

年，随着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以及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脆弱的复苏，

全球经济可能重新落入缓慢增长的轨道并出现新的分化。目前，高传染性

的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海外快速蔓延，境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

增加，疫情仍是左右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 2021年的经

验，在境内疫情多点散发的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

较其他月份低大约 1.9 个百分点，而消费每 1 个百分点的下降需要提高大

约 2-3个百分点的基建投资增速才能稳定经济增速。在疫情持续影响之下，

不同行业复苏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收入

增长方面。 

展望 2022 年，我国固定投资或将呈现基建投资增速上升、房地产投

资维持低位增长、制造业投资仍较活跃但前高后低的局面，政策推动的投

资将成为稳增长的关键；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较前两年

减弱。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预计 2022 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在 5.1%左

右；CPI将在较小范围内上下波动，全年涨幅在 1.5%左右；PPI则将逐步

回落，同比增速在下半年可能由正转负。考虑到消费在经济中的体量以及

内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消费增速持续受疫情影响将会大幅加重投

资稳增长的压力，特别是在增速目标定得过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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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经济发展更长的历史视角看，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2551 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正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在向高收入

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人口结构也会向发达经济体

逐步收敛。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同等可比人均产

出水平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期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较日本、

德国等发达国家下降的更早、更快。在“人口红利”较快消退的情况下，

中国转型可选择的道路就是要基于提升人力资本，以“人才红利”作为转

型的根本，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冲减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促进消费、

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三提高。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 RECP，实

现资本、技术与周边国家充沛的劳动力相结合，逐步确立我国在更高水平

国际循环中的领导地位，推动资本输出、产业转移并深化国际价值链的拓

展和治理，实现“双赢”机制下的国际化发展。 

2022年，应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基础上“整固

前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针对市场经济主

体的救助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受疫情影响而收入下降的居民

和困难群体的直接资助力度，同时加强疫情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搞

“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推动部分服务消费和需要人员密接消费的有效

展开。这样可能会收供需双向救助和调控之利。对于人口红利较快消退问

题，需更大规模的“社会投资”，投资在年轻人的普惠教育、医疗、体育

等方面，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的供给能力，加快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随

着技术变革的加速，在提高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素质的同时，也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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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全民终生学习制度，以提升存量劳动力的素质水平。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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