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国发院卢锋：下半年我

国经济增长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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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务管理 50人论坛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 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2022 中期宏

观峰会——稳增长与实现路径”在京成功召开。峰会以今年上半年国内外

局势变化为背景，就下半年经济形势展望、宏观政策调整优化、助力我国

经济稳增长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

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出席峰会并在

“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助力稳增长”高峰论坛上发言。 

卢锋认为，针对下半年经济复苏，需要注意到经济增速波动值增加、

消费需求疲弱、出口强劲但贸易条件下降、外需强内虚弱、就业压力增加

等现象。卢锋对下半年经济稳增长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统筹处理防疫政

策和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第二，宏观政策要针对总需求特别是内需不足

问题对症下药；第三，针对劳动力需求侧阶段性匹配困难，建议通过市场

化改革和结构性行业政策来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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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经济运行数据以及上半年数据，反映出两个

情况，一方面，我国经济在一季度短暂复苏后又出现了一个回落，说明自

去年底以来，下行压力还在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在 5 月份开

始回稳，6 月份进一步好转，下半年的经济走向保持向好预期。同时，我

们需要应对疫情、外部冲击和金融风险三方面的变化，来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经济复苏的局面。 

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下自疫情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的几个相对稳

定的特点，来对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进行讨论。疫情持续了两年半

的时间，许多特点也有了一些较为稳定的特征。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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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第一，经济增速趋势值显著回落，但波动值急剧加大。也就是说，经

济增长的波动正显著增大，同时伴随年度增速总体下降到 4%~5%左右的

水平。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GDP 增长的标准差，是之前近 40 年的 2.5

倍，是近 10年的 6.2倍。 

第二，消费需求相对疲弱，但供给相对强劲。以 2019年 12月份作为

基数，这期间供给面的情况相对较好，工业生产超过近 20%，但是消费需

求，比如零售这一指标上，基本回落到 2019年底的水平。 

第三，出口依然非常强劲。过去两年中，我国出口增长近 40~50%，

增长较大，弥补了 2014年以后的出口回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

但就贸易条件来讲，过去两年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 2021 年，初步计

算整个贸易条件带来国民经济福利的损失是 1 万多亿，相当于 GDP 的 1

个百分点。 

第四，经济结构呈外需强而内需弱的特点。过去两年，外需对 GDP

增量的贡献大概超过 20%，估算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增加值占名义 GDP

增长值的比例，也近 30%，所以这个格局还会延续。但是内需严重不足，

即国内投资和消费方面表现与出口形成显著对比。 

第五，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表现差别明显。 

第六，就业形势承压，青年失业情况尤其突出。随着我国“奥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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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46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