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斌：2022年“稳字当头”

要重点关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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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夏斌 

 

2021 年的中国经济，在一系列“新挑战交织叠加”冲击下，在“超出

政府预期”下走过来了，走得非常不容易。2022 年，有些挑战可能没了，

有些挑战在继续，有些挑战还会进一步发酵。同时，新的一年肯定还会出

现现在难以预测的新的挑战，包括国际的与国内的。2021 年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对 2022 年的经济工作已做了全面的分析与部署。总的指导思想

很明确，就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如何理解“稳”字？除日常意义上讨论的 GDP 增速外，笔者对这次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稳”字，另有两点学习体会。一是“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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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好像是好长时间不怎么听到提了。也就是说，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

建设是中心，是稳字当头的基础。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那么

我们对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缺乏基础。二是强调经济工作要“加强统筹

协调”的思想，在这次会议公报中作出了反复强调，很突出。公报明确了

经济工作不仅仅是要求有关宏观经济部门之间的决策要统筹协调，而且，

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

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这里讲的“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是

指各省市自治区，指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又包括了中央国务院非宏观经济

管理部门，如文化部、生态环保部，国家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都要担负起

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出台政策都要有利于经济稳定，这样明确的提法和

要求，恐怕是第一次吧。为此，还特别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识、

科技知识学习”，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

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那么 2022 年“稳字当头”能“稳”在什么水平？概括国内外智库及

著名机构分析者意见，按往年中国政府的调控空间和经验，多数预测中国

2022 年 GDP 增速为 5-5.5%，但也有机构预测 5%有压力、有难度。到底

增长多少，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力度。 

但是，要看到一个历史事实，自 2003 年以来近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

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差不多四年就下一个台阶。2003-2007 保持了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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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最高的 2007 年达 14.2%。之后，每四年下一台阶。2008-2011 年

四年，平均增长 9%多，2012-2015 年四年，平均增长 7%多，2016-2019

年四年，平均增长 6%多。去年 2020 年 2.2%增长，加今 2021 年两年平

均约 5%多，是不是又开启了 5%左右增长的年代？从现实各方面条件看，

2022 年中国增长压力确实是不小的。 

针对 2022 年“稳字当头”的经济工作方针，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已确定了七大政策体系。笔者相信，各有关部门也正在制定具体的政策和

工作任务。经济工作千头万绪。2022 年能否吸取 2021 年全年工作中有关

部门政策协调不足，造成宏观上紧缩的叠加效应问题？各地区各部门政策

的最后汇总效应是有利于总体经济的稳定，还是给总体稳定打折扣、形成

合成谬误，这是一个有待观察和解决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的预期分析，

不仅要关注“我们要什么、干什么”，更要重点关注我们“能干什么、是

怎么干的”。就此，凭个人经验观察，分析我国 2022 年经济形势的走势，

分析常规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变化力度，这是最基本的，固然重要。包括分

析双碳政策、产业转型、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等等各项政策也很重要。但

是除此之外，一定要看到各部门一系列政策意图最后能否顺利贯彻，不完

全取决于政策的主观意图，很大程度上更是取决于客观复杂的市场因素，

取决于面对经济运行中多年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和隐藏的巨大风险隐患的解

决方式和力度。当前，要真正看清楚 2022 年全年能明显左右我国经济增

长态势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权重意义、较大贡献度的，不是代表新发展

方式的行业与产业（那是很重要，但是“慢变量”、“小权重”），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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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件联结中国经济“昨天”与“明天”的大事、挠头事。 

一，要重点关注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动态。房市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远不是现在居民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约 25%这一数据所能

说明。有权威人士估计，加上与房地产相关的其它非银行融资，房地产贷

款共占全部银行贷款约有 39%，这是相当高的。这里还不包括银行现有其

它各项贷款，多数是以房产、土地、厂房占地作抵押的情况（房价变动对

这些贷款的风险变动都会有影响））。可见，房市动荡，对产业链、全国就

业、GDP贡献度的影响绝不能小觑。当前中央关于房市的发展方向已明确，

就是三句话，分类调控：房住不炒，坚持打击投机炒房；支持刚需，对居

民日常购房的合理经济需求仍会予以经济手段的支持；住有所居，对城市

新居民、住房困难户要以保障房、租赁房予以确保。这三句话体现了近 20

年来我国房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目前社会上对房

市预期正摇摆不定，开始出现预期转弱的关键时刻，即使方向定了，政策

目标不清晰，同样不能达到精准调控的方向要求。政策目标是什么？就是

“三稳”，搞不好“三稳”，会给整体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三

稳”中的关键是什么？是稳预期。预期不稳，地价、房价照样不可能长期

稳住。如何稳预期？在当前预期转弱压力已经开始之时，要求通过各项政

策组合给市场传递的信号必须简单明确：房价不可能再飞涨了，但整个市

场也不会崩。那么现在的难点是什么？这三类房通过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

能实现所期望的总预期？目前各地的政策现实是“三档红线”、个贷监管、

行政上的“五限”、特大型房企的风险自我消化等，而且是“一城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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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不一样。这样的一些政策继续沿袭下去前景会如何？进一步讨论：如

果假设对其它两类房市调控的条件不变，单纯放开支持刚需的“五限”政

策，放松金融手段限制，能否稳住长期预期，房价会不会又一次飞涨？如

果假设对其他另外两类房市调控的条件不变，单纯加快保障房租赁房建设

速度，能否稳住预期？恐怕也不行。那么采取上税手段，但是如果税收设

计不是在精确打击投机炒房上，在交易环节上上税，而是单纯用市场上曾

讨论的在相对广泛范围内上税办法，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能稳定房市的

长期预期？能阻止、扭转有些地方已出现的预期转弱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恐怕也难说。因此，稳预期恐怕最后需要的是对三类房市分别采取有针对

性的政策内容，同时，这三类政策又要经过统筹协调，确实能够发挥稳定

总体预期的合力。这期间，可能需要对三类不同住房有不同的人地挂钩供

地政策、现有各地“五限”政策的微调。在税收上，确实是精确打击投机

炒房而不会误伤广大居民的合理购房需求。但是迄今，还没看到有大量数

据分析做支撑的政策组合的整体方案。也许，这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所

以，关注 2022 年全年的经济走势，必须密切关注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

的房市调控政策变化的动态。 

二，要重点关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权和生存权的保护。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有“56789”之贡献。且我国 2011 年以来的十年间

总投资中，除 2019 年和 2020 年民间投资占比 54%-55%左右外，其余年

份均约在60%左右。最高时达到62.99%。十年间国企投资占比最高的2011

年，仅占 26.48%。民营经济已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绝不可轻视的支柱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