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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在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备受关注的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公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5%左右。 

“5.5%左右”的预期指标一经定调，引发各界热议。结合去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要求，确定无疑的是，“稳”

字成为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关键词。 

中央已经定好大目标，其实现有赖于各个地方小目标的竞合协同。不

难判断，从中央到地方，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在于平衡好短期增长

压力与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以稳增长为基础推进高质量发展。 

从各地应对策略及进展来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挑大梁”的新动能。在政策演进过程及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以发现，数

字经济的内涵和定义被不断地丰富和具体化，也越来越重视区域布局和特

色发展。 

各地下调“小目标” 

在诸多经济目标中，GDP 增速无疑是稳增长大年的关键指标。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李克强总理给出的解释是：

主要考虑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并同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以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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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 

可以说，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指标 5.5%左右，这是高基数上的

中高速增长。中国去年的 GDP 总量已经达到 114 万亿元，根据测算，在

这个基础上实现5.5%的增长，相当于 5年前增长7.4%、10年前增长 10.5%，

对应的经济总量超过 9 万亿。这一目标的确立既立足现实又体现作为与担

当，确立了 2022 年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 

地方经济作为稳增长任务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承担者，各地的小目标是

中央的大目标实现的基础。2021 年，中国迎来了北京、上海两座 4 万亿元

GDP 城市。其中，北京 2021 年 GDP 达到 40269.6 亿元，增长 8.5%。上

海 2021 年 GDP 达到 4.32 万亿元，增长 8.1%。不过，对于 2022 年 GDP

预期目标，北京市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由 2021 年的“6%以上”下调为

“5%以上”，上海市将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5%左右。 

以北京为例。对于北京 2022 年 GDP 预期目标下调，用该市发展改革

委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2021 年北京市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上半年和前三

季度增速都高于全国，但也形成了高基数，把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为 5%以上

兼顾了需要与可能，与潜在增长率相衔接，也为疫情防控、结构调整和应

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留出余地，有利于引导预期、提振信心，引导各

方面把精力集中到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上来。 

实际上，有超八成省份在 2021 年 GDP 增速完成既定目标的情况下，

2022 年 GDP 增速目标普遍下调。比如，去年 GDP 增速最高的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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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0%以上”下调至“7%左右”；西藏仍以 8%左右的增长目标名列前

茅，但相对 2021 年 9%以上的增长目标仍有所下调。 

地方两会早于全国两会召开，各地设定经济目标自然也早于中央。

2022 年各地 GDP 目标增速普降，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性的自觉。为什

么这样说？ 

一方面，鉴于当前宏观形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

重挑战，在经济增长放缓并持续承压的背景下，随着基数效应的减弱，各

地按照中央要求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结合当地发展实际，务实

谨慎对增速目标予以下调，可以说是尊重经济规律、符合实事求是的应变

之策。 

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体现出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之下，各地相

应模糊或淡化了 GDP 增速目标，考虑的是在坚持底线思维、夯实增长基础

的同时留有一定余地和回旋空间，更加从容淡定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和结构

调整，为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本年度基础、积累阶段

性势能。 

竞相布局“新赛道” 

对于各地发展而言，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确极具指导意

义，会上提出 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严格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地也普遍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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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位置，以此明确各自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结合部分省份公布的信息来看，各地特别注重预期引导，尽管不少省

份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但也不乏有些地方将一些预期指标有所升高。 

比如相比 2021 年，多地明显上调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

如黑龙江、河南上调到 10%。多地要求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将综合交

通网络、旧城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作为稳增长的

主要发力点。 

四川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预计实现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浙江省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实现制造业投资增长 1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5.5%

左右。而辽宁省则突出了“揭榜挂帅”制度安排对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创

新的引领作用。 

从各地实现经济稳增长目标的具体路径来看，新能源、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不约而同成为区域发展的新赛道。

同时，去年一些 GDP 量质齐升的省份，大多呈现出新兴动能强劲的特点，

其中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比较大，高技术产业的带动力也持续增强。 

上海市的部署引人瞩目。2022 年上海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上，

提出持续推进传统基础设施能级，加快布局服务新业态、培育新动能、支

撑新赛道的新型基础设施；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项目建设，既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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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当前有效投资，补短板、强弱项，又增强发展后劲；聚焦关系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早晚都要干的重大项目，经科学论证后，提前到“十四五”前

期实施。 

在外部高度不确定性和多重挑战下，“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消费一

时难当大任，相比之下，还是投资尤其是新基建投资更有潜力空间。越来

越多的地方意识到，要实现经济稳增长，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

发力数字经济、基建投资等相关领域，以数字技术在新消费与新基建之间

架起桥梁，加快新动能培育和新经济发展。 

科创引领、数智赋能成为各地发展经济共性的抓手，并注重发挥区域

联动作用和产业协同效能。一方面稳住制造业大盘，借助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赋能实体经济，协同推进集群化

建设、平台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补链强链，促进数字

经济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培育绿色数字产业新生态，以改革和创新

驱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齐稳齐升。 

从微观经济视角看，实现经济增长稳中求进，重点在于千方百计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着眼扩大有效投资，充分释放消费需求。为此，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

展内生动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数字经济“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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