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彬：扩内需稳外需 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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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温彬  

回顾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演变，但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

正在加快推进，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在持续的宽松政策刺激下，需求

快速释放，带动全球经济较快复苏。与需求快速释放形成反差的是，主要

经济体复工复产能力有限，产业链、供应链恢复不完全，供需缺口不断扩

大，推动通货膨胀持续上升。 

 

国际定价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经历了价格的快速上涨，对我国

形成输入型通胀压力。我国 PPI 上涨较快，但 CPI 涨幅相对温和，二者之

间的剪刀差屡创新高。原材料价格上涨，价格传导不畅，挤压了一部分企

业的利润，国内生产和需求开始有所放缓。第三季度 GDP 增速回落至 4.9%，

环比仅增长 0.2%，经济出现了新的下行压力。对于明年，在关注通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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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升的同时，也要关注如何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今年和明年的工作承上启下之际，设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十分

必要的。从中长期来看，实现“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经济总量再迈

上新的大台阶”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

作为支撑。从短期来看，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引导经济社会发展。

合理的经济增长水平也是实现新增就业、居民收入、国际收支平衡等短期

目标的保障。考虑到明年国内外发展环境中仍然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稳中求进工作要求，并保持经济增长目

标的连续性，将 2022 年的 GDP 增长目标设定为 5.5%~6%，具有一定合

理性。 

从当前我国经济的复苏形势来看，受多地疫情散点反弹、能源价格上

涨、电力供应不足等影响，今年第三季度我国 GDP 增速回落至 5%以下，

环比增速也明显低于近年来的同期水平，经济下行压力不小。虽然完成今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但明年经济增长向 5.5%~6%的水平回归仍然

面临一些挑战。因此，宏观政策要加大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关键要抓住“扩内需”和“稳外需”两个支撑点。 

对于内需而言，在疫情反复演变、自然灾害频发、限电限产等多重因

素影响下，近期国内生产和需求均呈现出一定的扩张放缓迹象，制造业 PMI

指数自今年 4 月以来呈现持续回落态势，并连续 2 个月位于收缩区间，直

到 11 月电力供应紧张状况缓解之后才重新回到荣枯线之上。尽管反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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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的新订单 PMI 指数也有所回升，但已连续 4 个月位于收缩区间，仍

处于荣枯线下方。 

具体到宏观经济上，今年投资发力相对克制，制造业投资表现尚好，

但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明显；消费受疫情反复的影响较大，线下消费、服

务消费的复苏仍面临阻碍。但我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市场主体多，内需

潜力大。稳定明年经济增速，必须要继续加大力度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释放内需潜力。一方面，提振消费需求，激发市场主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

愿，既要保住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又要释放线下消费、服务消费

潜力，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消费升级。另一方面，稳定投

资增速，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发挥重大项目工程

对投资的拉动作用。 

对于外需而言，得益于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和我国率先复工复产，生产

供应能力较强，我国对外出口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屡创新高，预计全年出

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将持续提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去年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28%，今年前三季度接近 20%，对我国近两年经济恢复性增长发

挥了积极作用。明年随着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新兴市场疫情缓解后产

能恢复，我国外部需求大概率会减弱。如果内需提振不能有效弥补，那么

经济实现增长目标就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在扩内需的同时，还要稳外

需，助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宏观政策要进一步做好跨周期调节，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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