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泽平：全力拼经济，奋
战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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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任泽平团队 

 

文：任泽平团队 

1月制造业 PMI为 50.1%，前值 47.0%；非制造业 PMI为 54.4%，

前值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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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全力拼经济，奋战开门红，经济快速恢复，但出口、房地产

和市场信心仍需政策持续支持 

总的来看，1月 PMI和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困境反转，走出低谷，景气

扩张。生产和内需订单回升，线下服务业快速恢复。 

但对当前形势仍然不宜盲目乐观，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低迷，外

需收缩；房地产销售疲软，居民购房信心和能力尚未恢复；市场主体信心

虽有所好转，但观望情绪仍然浓厚。 

具体来看： 

1、生产和内需回升。1 月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49.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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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较上年 12月明显回升 5.2和 7.0个百分点，重回景气扩张。 

2、出口仍然低迷，外需疲软。1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6.1%，仍在显

著收缩区间。1月美国、欧元区制造业 PMI分别为 46.7%和 48.8%。全球

贸易下滑，1月韩国前 20日出口同比-2.7%，越南出口同比-13.5%。 

3、线下活动加快恢复，消费温和复苏，服务消费反弹快于商品消费，

必需品、家居类商品、旅游娱乐消费成为亮点。1 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 54.0%，比 12月大幅上升 14.6个百分点，重回景气扩张。其中，零售、

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上月 24.0个百分点以上，重返扩张

区间。 

1）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春节假期（1月 21日至 27日），消费相

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2%；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10%

和 13.5%。其中，粮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家具、文体用品销售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 31.5%、15.2%和 20.9%。 

2）旅游恢复至疫情前八成左右，跨境游、跨省游热度增加。文旅部数

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亿人次，同比增长 23.1%，恢

复至 2019 年的 88.6%；跨境游方面，携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境外酒

店预定订单同比增长超 4倍，跨境机票订单增长 4倍以上。 

3）电影票房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春节档票房为

67.58亿元，同比增长 11.91%，恢复至 2019年的 114.5%；春节期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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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人次为 1.29亿，同比增长 13.2%，恢复至 2019年的 97.7%。 

4）自驾出行恢复加快。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2.26 亿人次，同比增长 71.2%，恢复至

2019年的 53.6%；其中，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 3.06亿辆次，同比增长 33%，

恢复至 2019年的 115.6%。 

3、建筑业维持景气扩张，1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4%，业务预

期为 68.2%，主要靠基建，房地产相关投资仍然低迷。 

4、政策全力拼经济，各省市奋战开门红。1月 28日国常会强调，“推

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升”、“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

力”、“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保稳提质”。近期，上海

召开 2023 年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广东省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

会，江苏、山东、浙江、重庆、江西等多省份部署新一年经济工作重点，

确保一季度经济加快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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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极泰来，“全力拼经济”成为各界共识 

宏观经济和各行业“困境反转”，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可以适当乐观些，

同时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可盲目乐观，当务之急是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

全力拼经济。 

六大困境反转信号显现：一是经济活动困境反转，消费温和复苏，服

务消费反弹快于商品消费，必需品、家居类商品、旅游娱乐消费成为亮点；

但也受制于居民收入和就业。二是房地产困境反转，政策拐点出现，重回

支柱行业地位，保交楼、救三好生、放松限购，但大开发时代落幕，区域

分化明显，不可能重回普涨大涨时代。三是平台经济困境反转，完成整改

再出发、开绿灯，在创新和就业中大显身手，但信心有待提振。四是民营

经济困境反转，中央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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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措施有待落地，深层次认识问题有待解决。五是人民币升值困境反

转，美国通胀和经济放缓，美联储加息放缓，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资

金回流 A股和港股，这是重大方向性利好，但汇率长期取决于经济增长率

和宏观稳定性预期，背后是市场化和法治。六是政策友好困境反转，明确

2023年全力拼经济，财政货币房地产政策整体取向放松，收紧政策将谨慎

出台，但政策力度决定经济复苏的高度。 

同时，当前经济形势也面临六大挑战：一是警惕地缘政治的风险。二

是世界经济正陷入新一轮深度衰退，将明显拖累我国出口。三是提振民营

经济和企业家信心需要看到实际政策落地。四是房地产销售仍疲软叠加长

周期拐点已至，1 月前 29 日，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和面积月均同

比分别为-42.7%和-43.3%，环比为-34.7%和-36.8%，反映短期居民购房

信心和能力还未明显恢复。五是消费恢复仍受到就业和居民收入下降的抑

制，1 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 47.7%和 46.7%，仍低于

临界点。大、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52.3%、48.6%和 47.2%，中小型

企业仍景气收缩。六是地方财政吃紧，在没有较大政策弹药补充的情况下，

不宜对 2023年的地方投资恢复预期过高。 

可考虑出台一揽子以新基建、新能源领衔的大规模扩大内需的经济复

苏计划：上调赤字率、降准降息、发放消费券、发力新基建新能源等；出

台实质性措施大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对民营经济实施“法无禁止即可为”

的产权保护和法治；尽快取消全国范围内的限购限贷等收紧政策；对内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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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释放加大市场化开放的重大信号，等等。 

如果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全力拼经济，预计 2023 年中国经济有望

重新引领全球。 

2022年 10月以来看多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全力拼经济”成为各

界共识，先后发布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否极泰来》《当务之急是把发

展放在首要任务，是该全力拼经济了》。 

以科学家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推动社会进步，做有温度、有情怀、

有专业的研究，以不负几千年来读书人的士大夫精神。 

三、生产和内需回升，出口仍然低迷 

1月制造业 PMI为 50.1%，比上年 12月回升 3.1个百分点，重回景

气扩张。 

第一，生产和内需回升。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49.8%和 50.9%，

比上年12月明显回升5.2和7.0个百分点，反映生产活动和需求加快恢复。

企业库存去化、采购量上升，采购量指数 50.4%，比 12月上升 5.5个百分

点；产成品库存指数为 47.6%，比 12月小幅回升 0.6个百分点；上年 12

月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 9.9%，比 11月下滑 1.5个百分点。 

从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医药、通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设备等 9 个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医药制造

业产需均升至 6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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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