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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从金融市场上来看，最近有一些积极的反应，这表明市场对 2023 年

的预期明显在改善，经济修复预期比较显著。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对中国

经济恢复的信心也比较强，国外的聪明钱也持续流入。我对 GDP 增速预测

相对乐观，认为 5%的增速肯定能够达到，并且通过努力，我们有可能争取

到比 5%更高一些的增速。结构上来看，2023 年的内需比较强，外需相对

较弱，出口方面可能会经历一个下调的过程。 

这里我关注一个主要的问题，2023 年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还是靠消费？

这是在最近讨论方面比较多的问题。我倾向于还是要靠消费，靠提振消费

者信心来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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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从三大支柱来分析 

第一个支柱是基建投资，2022 年基建投资增速已经相当强劲，在政策

的支撑下，名义增速达到了 10%左右。在这个基础上，2023 年还要以更

大的力度来支撑，才能让基建增速稳定或提高，从这一点来看难度是比较

大的。第二个支柱是房地产投资，今年房地产行业的表现可能是强政策弱

表现，难以重回到经济增长的引擎地位。 

第三大支柱是制造业投资，2022 年全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总体比

2021年下降1.9个百分点，这说明对工业制造业来说存在一定的产能闲置。

分行业看，产能利用率上升或比较稳定的行业都属于上游的矿采选业、石

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大宗商品的行业，对应到地理空间上我们也看到，山西、

陕西、内蒙等省份的财政状况相对好一些。所以从工业行业细分来看，剔

除掉上游的矿采选业、石油天然气行业，剩下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幅

度会更高，降幅应该是明显大于 2 个百分点，这些行业在此前受到的冲击

更大。 

总体来看，制造业投资在 2023 年能否走强，有这样两个不利因素，

一是目前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偏低，二是出口来看，外部市场需求不

太乐观。制造业投资的发展接下来将取决于消费反弹以及基建、地产行业

的表现。所以，制造业投资在 2022 年表现比较强、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

会得到内需反弹的支撑，但因为外需的减弱和当前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因素，

也同样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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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方面：从两类群体来看就业和收入信心 

消费需求在 2022 年受到一些抑制，表现比较弱，甚至社零指标出现

了负增长。在这样低的基数下，2023 年消费反弹值得期待，消费很可能成

为 2023 年经济恢复的主要拉动力量。但目前消费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

力。收入信心和就业情况这是决定消费的最直接因素，我们可以从两类收

入、就业渠道来进行分析，一类是和政府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另

一类是和市场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 

1、政府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群体 

和政府相关的就业，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是公务员。从一些东部地区代

表性的城市来看，不少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在疫情之前开始有所调整，当时

是因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看齐，是出于共同富裕的总

体考虑。之后，在疫情影响下的过去三年中，由于收支两个方面的共同影

响，地方政府财政结余出现锐减，这已经影响到了一部分地方公务员群体

的收入。 

而且要注意到，每个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其实也是一个参考的基准线。

如果公务员收入出现下降，大学、学校等事业单位就业人员，这些参照公

务员标准的就业群体收入也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有的地方所属的大学甚

至出现了拖欠津贴和部分工资的情况。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这两个群

体在一般地方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会进一步传导到其他社会群体。公务员、

事业单位就业这两类已经是收入相对稳定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收入预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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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话，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困难，要避免这些短期的挑战拖延下去成

为更长时间的困难。所以要遏制住这种趋势，一方面在疫情反弹的时候，

消费经济循环重新打通，市场活力增强，地方政府的税源会有明显改善。

但是因为房地产收入和土地出让金难以在未来一年的短时间内就有显著改

善，所以需要通过更强有力的政策激活地方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地

方政府债务处置，包括央地两级财政关系的理顺，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

远，让地方财政状况更加健康。除了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对金融风险

的影响之外，还要看到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也可能会对消费需求的修复、经

济复苏产生影响。 

2、市场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个体工商户等民营企业 

对于市场的就业信心，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外部需求的不景气。全球经济在 2023 年陷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

大，2023 年我国出口增速会出现下降，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

这对外贸行业影响会比较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会受到影响，这

样会有一部分人群的就业、收入信心受到影响。 

二是疫情冲击导致的市场主体淘汰、出清，可能并没有优化资源配置，

甚至是相反。过去的疫情三年期间，导致了很多市场主体被淘汰出清、或

者正处于这样的困境边缘。我们在教科书上会看到，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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