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平：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

将渐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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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受疫情、高通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收紧等因素影响，世

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上升。然而，中国经济却可能稳步向好。政策推动

下基建投资加快，制造业投资保持快速复苏，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筑底；

消费将稳步恢复；出口增速边际放缓但仍可能维持高位。PPI-CPI 剪刀差可

能在年中出现反转。物价虽有上涨压力，但仍处于可控范围。 

2022 年，中国经济实现 5%以上增长应该没有太大悬念，即将逐步回

归正常增长轨道，但也不能忽视当前面临的下行压力。2022 年，宏观经济

稳定至关重要，宏观政策将会较为积极。财政重心前置和货币政策偏松调

节将支撑经济稳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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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上升。 

首先，疫情反复影响。虽然目前全球平均疫苗接种率超过 45%，2022

年接种率可能进一步提高，但病毒变异反复冲击，拖累主要经济体经济恢

复进程。 

其次，能源供应短缺使得全球通胀短期难以回落。能源供应短缺、全

球流动性宽松、全球供应链受阻共同导致了当前全球通胀上升，后面两个

因素在 2022 年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能源供给模式的平滑切换是

一个长期过程，2022 年难有实质性进展。能源短缺导致石油、天然气价格

维持高位波动，可能持续困扰世界经济复苏。 

再次，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收紧将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全球主

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空间承压，新兴市场面临不小的风险。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确定性较高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

资、消费复苏和出口持续。2021 年第四季度，各地地方政府结余了较大规

模的财政资金，2022 年财政支出将会前置。同时，项目审批已经提速，支

撑基建投资发力。受友好型融资政策和利润增长推动，制造业投资将保持

高增长；特别是对于中高端和战略支持方面的制造业投资，政策的倾斜力

度可能会更大。 

消费的恢复程度主要取决于疫情。虽然 2022 年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但我国防疫能力较强，且政府可能加大公共消费支出力度，从而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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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消费稳步回升。预计到 2022 年底，消费增速将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为当年经济增长提供很大的动力。 

 

中间品外需景气、价格推动出口因素、美国港口堵塞、境外企业补库

效应等至少将延续至 2022 年年中。之后，影响的减弱将使 2022 年中国出

口增速维持在较高的两位数水平，但边际增速有所放缓，预计在 10%左右。 

2022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进入下行筑底阶段。在坚持“房住不炒”

政策和房地产税试点加快推进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度可能继续走

低，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国内房地产行业短周期跨度通常为三年，

剔除2020年这一受到疫情冲击的特殊年份，结合2012年、2015年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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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情况来看，预计伴随着商品房销售增速放缓、土地购置较为低迷，以

及融资环境边际小幅改善，2022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约为 15.53 万亿元，名

义同比增长 4.2%，两年平均增速降至 4.8%。 

 

2022 年 PPI 上行压力缓解，CPI 下半年可能突破 3%，但整体可控。

基数效应将成为影响物价走势的重要因素。2022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趋缓，PPI 上行压力缓解。考虑到 2021 年全年 PPI 维持高位运行，2022

年 PPI 或将走出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下半年可能跌入负值。CPI 受低基

数叠加“猪油”共振周期上行影响，2022 年第一季度后将出现稳步回升态

势，预计四个季度的增速分别为 1.1%、2.0%、2.9%、3.6%，全年平均增

速约为 2.4%，仍有可能处在可控水平。PPI 下行结合 CPI 上行，PPI-CPI

剪刀差大概率在年中反转。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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