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前瞻：地方两会与稳
增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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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王涵、段超等 

投资要点 

2022 年全国两会预计于 3 月 5 日召开，我们通过地方两会的情况与

当前“稳增长”相关经济指标做出前瞻观察： 

地方两会观察： 

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加权经济增长目标整体下降约 0.7个百分点。2022

年由地方加权的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约为较 2021 下降 0.7 个百分点。如果地

方加权目标与全国目标差值与去年持平，则今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约为 5.3%

左右。 

重大项目计划：已公布重大项目计划的省市，投资额较去年明显提升。

目前已有 11 个省或直辖市公布 2022 年重大项目计划投资，其重大项目计

划投资总额较 2021 年上涨 23%。 

政策方向：传统基建与新经济支持并举，消费与民生关注较高。多地

提出要进行城市更新，同时进行 5G、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方

面，多地提到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结合；消费方面，提到

要举办购物节、派发消费券等举措；民生方面，侧重灵活用工、推进“三

医”联动改革、职业教育“双高”计划。 

稳增长经济指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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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财政发力前置，发债已明显提速，但开工情况仍待改善。“稳

增长”背景下，今年专项债整体新增有望达到 5 万亿元左右。专项债与城

投债发行自 2 月中旬以来已有明显提速，但石油沥青开工率节后持续下行，

且明显弱于季节性，显示基建项目的落地建设情况仍待改善。 

房地产：融资、销售、拿地情况仍然偏弱。“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

居民购房需求仍然偏弱，房地产销售明显弱于季节性。从融资端来看，房

企信用债融资 2 月以来边际上有所改善，但仍然弱于季节性。房企拿地积

极性不高，土地成交面积、溢价率均处在近 5 年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消费：仍受疫情拖累，经济活动强度略弱于 2021 年以来的最高点。

从百度迁徙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城内出行强度略弱于 2021 年 6-7 月的

高点，显示疫情对经济活动仍然存在一定压制。 

金融市场观察：从近期股债大类资产的走势来看，市场表现隐含的增

长预期不高、货币宽松预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上行区间。 

风险提示：疫情的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政策调整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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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地方两会观察  

从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大部分省份较去年下调 0.5 或 1 个百分点，全

国加权经济增长目标整体下降约 0.7 个百分点。全国 31 个省及直辖市中，

较 2021 年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有 26 个，与 2021 年经济增长目标持平的

有 5 个，分别为河北、内蒙古、河南、甘肃、宁夏，而下调经济增长目标

的 26 个省市中，湖北、天津、山西的下调幅度超过了 1 个百分点。 

此外，2022 年由地方加权的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约为 6.1%，较 2021

下降 0.7 个百分点。考虑到 2021 年地方加权经济增长目标 6.8%与全国两

会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目标 6.0%相差 0.8 个百分点，如果这一差值保持不

变，那么预计今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约为 5.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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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背景下，各省市公布的重大项目计划投资额较去年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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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目前已有 11 个省或直辖市公布 2022 年重大项目计划投资，其重大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较 2021 年上涨 23%，其中浙江、成渝、江西、山东的

2022 年重大项目计划投资额涨幅分别达到 138%、81%、22%、20%。北

京、江苏、河北涨幅相对较少，分别为 1%、1%、-11%。 

此外，从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建设领域来看，各地政策存在

一些共性。从基建、产业支持、消费与民生四个方面来看，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多地提出了要建设都市圈、城市圈，要进行城内的老旧小区更新、

商圈升级，以及要进行 5G、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支持方面，

农业领域主要提到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制造业领域主要提到要将数字经济

与制造业结合，以及发展信息技术、医药生物等高新制造业，服务业领域

提到要发展物流、科技金融等生产类服务，以及健康、养老等生活类服务；

消费支持方面，多地提到要打造国际、区域消费中心，举办购物节、派发

消费券，促进消费升级等举措；民生方面，就业领域要发展灵活用工、技

能培训等，医疗领域要推进“三医”联动改革，教育领域要推进“双减”

政策、职业教育“双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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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经济指标跟踪 

基建：财政发力前置，发债已明显提速，但开工情况仍待改善。 

专项债额度：“稳增长”背景下，如果今年专项债总额度与去年的3.65

万亿元持平，叠加去年结转剩余的 1.4 万亿元左右额度，今年专项债整体

新增可达到 5 万亿元左右。 

融资情况：专项债与城投债发行自 2 月中旬以来已有明显提速，截至

2 月 26 日，专项债已新增发行约 8000 亿元，与 2020 年同期水平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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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情况：石油沥青由于主要应用于基建领域，其装置开工率指标可

用于观测基建项目建设情况，受房地产行业影响相对较小。目前来看，石

油沥青开工率节后持续下行，且明显弱于季节性，显示虽然融资已提速，

但基建项目的落地建设情况仍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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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8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