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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防守中“复苏” 

——2020 年宏观经济半年度更新（二） 

摘要： 

预计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 3%到 4%之间，即 GDP 增量在 102.49 万亿元至 103.48 万

亿元之间。2020 年消费和投资仍对经济增长构成主要支撑，预计同比增长 3%和 6.9%；出

口项受到外部环境局势不明及全球疫情尚未结束影响，预计维持去年增长量，同比为 0%。 

消费：后疫情时代，消费仍受抑制。疫情期间国家政策对企业信贷支持较多，对个人家庭

现金补贴较少，使得消费增长恢复较慢。经济停摆对居民消费影响巨大，第一季度在 GDP

同比为-6.8%的情形下，消费对经济的负向拉动达到 64.1%，我们预计今年最终消费支出同

比增量将难超去年。 

出口：逆全球化环境，出口较为艰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生产要素优势丧失的大背景下，

结合疫情黑天鹅影响，各国经济增长乏力促使政府对内求增长（稳就业）、对外采取贸易

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趋势加速蔓延。同时国外疫情持续发酵，外需在全球防疫获得重大突

破前将持续低迷。 

投资：在居民消费修复缓慢，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大背景下，投资成为 2020 年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将主要受到公共部门的拉动，大力发展基建稳经济，同时私人部

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长期青睐将正向拉动房地产投资。 

 

图 1： 预测 2020 年消费、投资、出口总额同比较上年略有下降，但持续为正，与

GDP 同比走势相同（%）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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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隐含目标经济增长：3-4% 

疫情影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20 年政府计划首次将 GDP 具体增速目标转

换为以保就业为首的“六稳六保”。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对 2020 年 GDP 增

长率设置具体目标，但是对财政赤字与就业率指标都有明确计划。因此，根据往年

财政赤字、就业率与 GDP 的关联性，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今年经济的目标增长率。 

——引 

 赤字率推算经济增速：3.6% 

2020 年名义 GDP 增速预计 5.4%。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将比去年增加 1

万亿元，即 3.76 万亿元；同时财政赤字率拟按 3.6%以上安排。因此运用 赤字规模/赤字率

=名义 GDP 公式可以粗略预测出，2020 年名义 GDP 约在 104.4 万亿元左右，再结合 2019

年名义 GDP 总额为 99.09 万亿元，我们大致得到了 2020 年名义 GDP 增速为 5.4%。 

2020 年 GDP 平减指数预计 1.5%。2019 年 GDP 平减指数增长率为 1.3%，由于平减指数是

指没有剔除物价变动前的 GDP 增长与剔除了物价变动后的 GDP 增长之商，能够更加准确

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与 CPI 和 PPI 都存在一定相关性。根据目前 CPI 与 PPI 走势，

我们预计 CPI 受食品价格影响导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已经逐步缓解；PPI 虽持续跌势，但

已经见底，CPI 与 PPI 的剪刀差将逐步缩小。因此 GDP 平减指数将在下半年小幅回落，全

年将从一季度的 1.6%回落至 1.5%左右。 

2020 年实际 GDP 增速预计 3.6%。我们使用 1.5%的 GDP 平减指数数据得出 2020 年实际

GDP 增长率大约在 3.6%左右（5.4%/1.5=3.6%）。 

 

 就业目标推算经济增速：3.2-3.6% 

2019 年单位 GDP 的就业拉动：220 万人。我们根据政府报告中对于就业率的目标再次推算

2020 年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由于 2020 年的稳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以上，城镇

调查失业率 6%左右，登记失业率 5.5%；根据 2019 年数据，新增实际就业 1352 万人，实际

经济增速 6.1%，计算出 2019 年就业弹性为 1352/6.1%=220 万人，即 2019 年 GDP 每增长

1%可以带动就业增加 220 万人。 

2020 年单位 GDP 的就业拉动：250-280 万人。由于我国近年就业弹性系数呈现上涨趋势，

叠加今年全力保就业的大政策方向下，预计 2020 年就业弹性系数将继续增大，可能达到 250

万到 280 万之间。以 250 万为例，2020 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900 万/250 万=3.6%；以 280 万为

例，2020 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900 万/280 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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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2020 年政府隐含 GDP 预期目标增长率将在 3%-4%之间。由于国内疫

情基本平稳，复工复产有序进行，宏观宽松政策持续“精准滴灌”帮助小微企业走出困境，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之路。但是，由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 GDP

增长率仅为-6.8%，若要达到全年 3%的增长率，剩下三个季度经济平均增长率需达到 5.8%，

若要达到全年 4%的增长率，剩下四个季度经济平均增长率需达到 7%，难度较大。因此，

本文将根据 GDP 支出法分别讨论传统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对 GDP 的拉动分析 2020

年达到预计目标 GDP 增长率的可能性。 

 

图 2： 通胀压力减小，PPI 见底，GDP 平减指数预计下半年略有回落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 历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变化情况  图 4： 近年中国就业弹性系数呈现上涨趋势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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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资本形成占 45% 

在居民消费修复缓慢，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大背景下，投资预计将成为 2020 年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 年以来，投资项对 GDP 的拉动率在 35%至 40%左右徘徊；资本形

成总额逐年上升，2019 年达到 42.8 万亿元。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20 年 GDP 增长率将在

3%-4%，即 GDP 增量在 102.49 万亿元至 103.48 万亿元之间。为了更好地预测 2020 年投资

对经济的拉动和占比，我们观察资本形成总额的分项并进行逐一分析预测。 

资本形成总额主要分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项：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

的价值总额； 

存货增加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

期初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 

 

 存货增加预计约 8000 亿元 

存货增加项目近五年来基本平稳，在 8000 亿元上下，因此我们假设 2020 年存货价值总额

仍为 8000 亿元，与往年基本持平。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预计约 45.0 万亿元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难以测算拆分，为方便预测，我们选择更易分析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

行替代。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概念相似，但统计口径略有差异。两者之间区

别用公式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规模以下投资额 

       ＋ 无形资产投资额 

       － 购买以前年度产品额 

       － 土地交易金额 

＝ 资本形成总额 

由历史数据可以得到，2015 年前两者同比增速方向一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略高于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 2015 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同比开始持续回落。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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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交易金额增加使得 2015 年之前两者背离扩大。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城

市住房货币化，2002 至 2015 年间房地产行业逐渐崛起，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支

出行业”。而土地交易金额也受到房地产行业热潮推动逐年走高，使得两者出现背

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渐大于资本形成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

越大。 

经济结构转型（房住不炒+科技创新）驱动 2015 年之后两者背离缩窄。2015 年后，

一方面受到政策影响房地产行业增速放缓，土地购置费开始出现下降；因此两者

差距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在 2017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2016）的批复，新的核算体系调整了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方法，将能为所有

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不再作为中间投入，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

入国内生产总值。因此 2017 年后无形资产投资额项目开始增大，两者差距加剧缩

减。 

2020 年两者差额预计在 20 万亿元。到 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55.1 万亿元）与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42.2 万亿元）差额缩小至 12.9 万亿元，远低于 2018 年。我们认为，2020

年虽然维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但逆周期调节带来的宽松政策刺激，叠加居民实际

利率处在低位、银行理财出现亏损驱动的投资需求将会小幅刺激房地产行业投资，同时我

们预计在美国对中国科技战的推动下，研究与开发支出将维持稳定上涨比例。因此，谨慎

估计差额将受到房地产行业小幅回升的影响较 2019 年略有扩大至 20 万亿元左右。 

 

图 5： 近 5 年来投资对 GDP 的拉动和贡献率（万亿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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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拉动GDP中投资分项增

长的主要项目（亿元） 

 图 7： 近几年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增速出现背离（%）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8：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近两年出现回落（亿元）  图 9： 18至 19年土地购置费增幅明显减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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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0 年成交土地溢价率小幅回升（亿元）  图 11： 研究与开发支出增速平稳（亿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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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底部反复，则制造业投资复苏可能延缓。总体而言，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将开始回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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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房地产行业韧性较强，但受政策“住房不炒”限制，预计不会出现大幅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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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实际利率与 PPI 呈现强负相关性（年度，%）  图 13： PPI 与金融条件指数均处在低位（月度，%）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4： 房地产投资逐渐回暖（%）  图 15： 购置土地面积基本回归疫情前状态（%）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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