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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2023 年经济反弹应该伴随着需求改善、就业复苏。我国仍然需

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2022 年，因遭受美联储激进紧缩、地缘政治冲突、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等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超预期冲击，我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预计 2023

年受益于防疫措施优化、存量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以及上年的低基数效

应，我国经济将有别于世界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

轨迹。然而，我们要警惕经济反弹中可能出现的数字幻觉，对形势要有清

醒冷静的判断，突出做好“三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 

其实，2021 年我国曾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形。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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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虽然增长 2.2%，但增速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2021

年，在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全球经济复苏共振背景下，我国经济强劲

复苏。根据最新核实数据，2021 年当年我国经济增长 8.4%，为 2012 年

以来最高，也远高于市场共识的 5%—6%的潜在增长水平。不过，剔除基

数效应，2020 年和 2021 年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为 5.3%，并且 2021 年一

季度经济同比增速高达 18.3%之后逐季回落，到三、四季度分别回落至

4.9%、4.0%，重新低于潜在增速。 

同期的通胀和就业指标也指向我国经济复苏不均衡、基础不牢固。

2021 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快速上行，反映

了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中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输入性通胀

压力。但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核心 CPI 同比增速维持在 1%左

右，CPI 与 PPI 同比增速的“负剪刀差”不断扩大。同时，尽管全年城镇

新增就业较上年多增 83万人，却仍较 2015—2019年趋势值少了 69万人。 

内需不足、就业不充分，均显示我国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存在负

产出缺口。为此，2021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供给

冲击、需求萎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

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政策要

有机结合。 

美国却是另一种情形。2021 年，美国经济在 2020 年衰退 2.8%之后

增长 5.9%，创下 1985 年以来新高。2020 年和 2021 年，美国两年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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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长 1.5%，低于 2015—2019 年年均增长 2.4%。但是，当前美国是

正产出缺口。根据美联储最新的研究成果，由于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劳动力

参与率降低，近期美国潜在产出的预估大幅下调，这导致美国出现了低增

长、低失业、高通胀的经济现象。 

到 2021 年底，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同比增速由 2020 年底的

1.3%升至 6.0%，核心 PCE 由 1.5%升至 5.0%，失业率由 6.7%降至 3.9%。

2022 年三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季调折年率增长 3.2%，虽不及 2021 年全

年 5.9%那么靓丽，却依然伴随着美国经济过热。2022 年前 11 个月，美

国 PCE 平均增长 6.3%，核心 PCE 增长 5.0%，远高于 2%的长期均衡目标；

失业率平均为 3.7%，也低于美国的自然失业率 4.0%。这正是美联储追赶

式加息的底气所在。 

2022 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 3.0%。2022 年前 11 个月，PPI 单

边下行且逐渐转为同比负增长，CPI 温和上涨但核心 CPI 持续低迷；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6%，略超出年初确定的控制在 5.5%以内的调控目标，

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少增 62 万人。 

202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言，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

“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同时，强调突出做好“三稳”工作，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此次会议用新“三稳”替代前些年“六稳”“六保”的提法，为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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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