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方两会看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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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 月 23 日，除天津外其余 30 个省市陆续召开了地方两会。相较

2021 年，2022 年各地目标加权总计：GDP 下调 0.7pct，固投上调 0.1pct，

社零下调 0.3pct，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调 0.5pct，全年 GDP 目标大概落

于 5%至 5.5%区间内，而非 5%左右。各地两会的首要发展任务聚焦于稳

增长、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固定资产投资是稳增长的首要抓手，消费

具体抓手是稳定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等绿色新型消费。 

截至 1 月 23 日，除天津外其余 30 个省市陆续召开了地方两会。我们

根据各地 GDP、社零、固投和财政收入占到全国的权重，计算得到 2022

年较 2021 年经济工作目标的加权变化情况： 

1）GDP：有 29 个地方两会公布了目标，占到全国总量的 97%，加

权平均下调 0.7 个百分点； 

2）固投：有 19 个地方两会公布了目标，占到全国总量的 60%，加权

平均上调 0.1 个百分点； 

3）社零：有 19 个地方两会公布了目标，占到全国总量的 68%，加权

平均下调 0.3 个百分点； 

4）一般预算财政收入：有 23 个地方两会公布了目标，占到全国总量

的 80%，加权平均上调 0.5 个百分点； 

5）CPI：有 26 个地方两会公布了目标，均为 3%； 

6）失业率：有 27 个地方两会公布了目标，均值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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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 2022 年全国 GDP 目标大概率会落于 5%到 5.5%区间内，

而非 5%左右。 

第一，占全国经济体量 97%的地区宣布 GDP 增速目标，总计加权变

化为负 0.7 个百分点。2021 年全国经济增速目标是 6%，对应 2022 年目

标回落到 5.3%左右。 

第二，2022 年上海经济增速目标为 5.5%，北京为 5%。从历史数据

来看，上海、北京两地经济增速与全国目标差异较小，能够成为较好的指

引。 



 

 - 4 - 

第三，2022 年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5%的经济增速压力较大；即使

经济增速达到 5.5%，就业或仍有压力。 

一个点的 GDP 增长，基本可以拉动 200 万左右的就业。2020 年《政

府工作报告》解读吹风会上，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先生表示，“1

个点的 GDP 增速对应 200 万的新增就业”。从 2016 年至 2019 年历史数

据来看，基本满足这一规律。2020 年至 2021 年，平均一个点的 GDP 增

长约拉动了 241 万新增城镇就业。 

即使是 5.5%的经济增速，就业压力依然有压力。教育部预计，2022

年应届毕业生人数约为 1076 万人。我们假设高校毕业生基本解决就业，

非高校毕业新增就业人员等同于 2020 年，则 2022 年新增城镇就业约为

1388 万人。假如 GDP 增速达到 5.5%，1 个点的 GDP 增速对应就业约为

252 万人，也会对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提出较大的挑战。如果经济增速回落

到 5%，则 1 个点的 GDP 增速对应就业约为 27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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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观点认为，随着老龄化加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 2022 年的就

业压力。但是，我们认为，从实际的退休年龄来看，退休高峰在 2018 年

至 2019 年已经到来，实际上 2022 年，退休人口并没有边际降低就业的压

力。 

在 2015 年 10 月的“十二五”报告会上，人社部表示，参加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是 8000 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 55 岁。国家规定的

退休年龄为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0 周岁，女干部为 55 周岁。我们假

设女干部占到女性群体的 5%左右，考虑到 1960 年至 1970 年左右，中国

男女出生性别比约为 51.3 左右，则 1960 年至 1970 年代人群实际平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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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年龄约为 55.25 岁（ =51.3/100*60 岁 +(100-51.3)/100*50 岁

*95%+(100-51.3)/100*55 岁*5%），与人社部表态接近。 

按照 55 岁的实际退休年龄来看，2022 年 55 岁对应人口规模反而低

于前几年。如果我们考虑部分人群主动延迟退休，将 54 岁至 57 岁人口均

看做“待退休人口”规模，则这一群体规模，在 2018 年至 2019 年就达到

了高位。也即为，2022 年就业压力，并没有因为老龄化加速而得到缓解。 

 

2022 年两会的首要发展任务中，稳增长是首要核心任务。“稳增长”

之外，地方还提出了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围绕着高质量发展

的举措，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省市，首要目标则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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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以达到“以点带面”提振地方经济发展的效果。 

 

1.投资：新老基建兼备、旧城改造、保障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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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6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