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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经济增速下调，但多数省份 GDP 目标仍超 5.5% 

1）回顾 2021年，近 8成省份完成或超过年初设定目标。 

2）展望 2022 年，“三重压力”下多数省份下调经济增速目标，但近 9 成

省份 GDP目标仍超过 5.5%。 

3）结合过往地方 GDP 目标与全国 GDP 目标来看，2022 年全国经济增速

目标可能会在 5-5.5%之间。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新老基建共同发力 

1）从目前已经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省份来看，有超过半数的省份维
持或提高了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另外从公布可比数据的省份来
看，2022 年的投资计划均大幅高于 2021 年。 

2）具体抓手方面，以“铁公基”为主的传统基建以及以“基站”、“充电
桩”等为主的新基建均有发力。 

► 多措并举促消费，新一轮“家电下乡”有望开启 

2022 年各省份普遍提出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具体抓手涵盖传统消费、
新型消费、农村消费等方面：1）巩固提升传统消费，稳定汽车、家具、

家电等传统大宗商品消费。 

2）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首店经济、共享消费等新型消费模

式，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 

3）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促进农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实行新一轮

家电以旧换新，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行动。 

►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迎来重要发展契机 

1）多个省份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其中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是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 

2）各省加速布局，数字经济或将迎来重要发展契机。多个省份明确了数

字经济的增速目标，例如河南省提出力争数字经济增长 15%以上。 

► “房住不炒”保持定力，棚改、保障房边际发力 

从目前公布的各省涉及房地产的表述来看，“房住不炒”依然保持定力，

并且各省均提到要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与 2021 年实际建成的保障
性住房相比，2022年各省的建设目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 双碳”计划、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1）推进“双碳”计划更加强调稳步有序。2）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
发展。3）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4）着力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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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 月 22 日，已有 25 个省份召开了两会，并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总结了 2021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并明确了 2022 年各项主要经济目标。在当

前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速目标如何？怎样发力稳增

长？如何促进消费？哪些行业面临新的机遇等问题尤为重要，我们通过详细梳理各省

份两会要点，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表 1 2022 年各省主要指标目标 

 
GDP 

工业增加

值 

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速 

 

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城镇新增

就业 

城镇调查失

业率 
进出口额 

西藏 8.0%左右 10.0% —— 8.0%、10.0% —— 5.0%以内 —— 

贵州 7.0%左右 10.0%以上 5.0%左右 10%、12% 新增 60 万 5.5%以内 —— 

北京 5.0%以上 —— 4.0% 稳定增长 —— 5.0%以内 —— 

河南 7.0% 7.0%以上 5.0% 与经济同步 新增 110 万 5.5%以内 平稳增长 

安徽 7.0%以上 —— 7.0%左右 8.0%、10.0% 新增 65 万 5.5%以内 9.0%左右 

广西 6.5%以上 7.0% 3.0%左右 —— 新增 30 万 —— 7.0% 

河北 6.5% —— 6.5% 8%以上 —— 5.5%以内 5.0%以上 

重庆 5.5%左右 6.0%左右 3.0%左右 7%左右 新增 60 万 5.5%以内 5.0%左右 

湖南 6.5%以上 7.2% 6.0% 与经济同步 新增 70 万 5.5%以内 —— 

广东 5.5%左右 5.5% 5.0% 与经济同步 新增 110 万 5.5%以内 3% 

山西 6.5%左右 —— 6.0% 与经济同步 —— —— —— 

四川 6.5%左右 —— 与经济一致 稳步增长 新增 85 万 —— 高于经济 

陕西 6.0%左右 —— 3.0%左右 6.5%、8.0%左右 新增 40 万 5.5%以内 —— 

上海 5.5%左右 —— 6.0% —— 新增 55 万 5.0%以内 —— 

云南 7.0%左右 8.0%以上 3.0% 与经济同步 —— 5.5%以内 15%以上 

湖北 7.0%左右 —— —— 与经济同步 新增 70 万 —— —— 

江苏 5.5%以上 —— 4.5%左右 与经济同步 新增 120 万 5.0%左右 —— 

甘肃 6.5%以上 —— 6.5% 8.0%、10.0% 新增 32 万 5.5%以内 增长 10% 

江西 7.0%以上 8.0%以上 5.0% 7.5%、8.0% —— 5.5%以内 —— 

内蒙古 6.0%左右 —— —— 与经济同步 新增 20 万 6.0%左右 —— 

宁夏 7.0% —— 5.0% 7.0%、8.0% —— 5.5%以内 —— 

浙江 6.0%左右 6.0% 与经济同步 与经济同步 新增 100 万 5.5%以内 —— 

辽宁 5.5%以上 6.0%以上 4.0%左右 与经济同步 新增 45 万 5.5%以内 增长 6%  

青海 5.5%左右 —— —— —— 新增 6 万 5.5%以内 ——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1.经济增速下调，但多数省份 GDP 目标仍超 5.5% 

回顾 2021 年，近 8 成省份完成或超过年初设定目标。2021 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交出了令人满

意的答卷。已经公布 2021 年经济数据的 25 个省份中，有 19 个省份完成或超过了

2021 年初设定的经济目标，占比近 8 成，其中湖北、海南等省份超出目标近 5 个百

分点，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也超出目标近 2 个百分点，未完成目标的省份

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 

展望 2022 年，“三重压力”下多数省份下调经济增速目标，但近 9 成省份 GDP

目标仍超过 5.5%。2022 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多

数省份下调了经济增速目标。已经公布经济数据的 25 个省份中，19 个省份 GDP 增速

目标较 2021 年下调，但近 9成省份 GDP 目标仍然超过 5.5%，其中河南、安徽、西藏、

云南、海南、江西、宁夏等省份 2022 年 GDP 增速目标仍在 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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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过往地方 GDP 目标与全国 GDP 目标来看，2022 年全国经济增速目标可能会

在 5-5.5%之间。从最近几年地方 GDP 平均目标与全国 GDP 目标来看，二者的差距在

逐年收窄，尤其 2018 年以来，差距均在 1 个百分点以内，目前已经公布的 25 个省份

的 GDP 平均增速目标为 6.44%。另外，全国 GDP 增速目标与北京、上海两市的目标尤

为接近，2022 年北京的 GDP 增速目标为 5%，上海市为 5.5%。因此我们判断 2022 年

全国 GDP 增速目标可能会在 5-5.5%之间。 

 

图 1 近 8 成省份完成 2021 年设定 GDP 增速目标  图 2 近 9 成省份 2022 年经济增速目标超过 5.5%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3 全国 GDP 目标与地方平均目标差距逐渐缩小  图 4 北京、上海增速目标与全国最为接近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 2 2021、2022 年各省 GDP 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 

 2021 年计划 2021 年实际 2021 年实际与计划相比 2022 年计划 与 2021 年计划相比 

西藏 9.0%以上 7.0%左右 低于目标 8.0%左右 下调 

北京 6.0%以上 8.5% 高于目标 5.0%以上 下调 

河南 7.0%以上 6.5% 低于目标 7.0% 不变 

安徽 8.0% 8.0% 基本完成 7%以上 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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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7.5%以上 7.5% 基本完成 6.5%以上 下调 

河北 6.5% 6.5% 基本完成 6.5% 不变 

重庆 6.0% 8.3% 高于目标 5.5%左右 下调 

湖南 7.5%左右 7.8%左右 高于目标 6.5%以上 下调 

广东 6.0%左右 8.0% 高于目标 5.5%左右 下调 

山西 8.0%左右 9.1%左右 高于目标 6.5%左右 下调 

四川 7.0%以上 8.2% 高于目标 6.5%左右 下调 

陕西 6.5%左右 6.5% 基本完成 6.0%左右 下调 

贵州 8.0%左右 8.1% 高于目标 7.0%左右 下调 

上海 6.0%左右 8.1% 高于目标 5.5%左右 下调 

云南 8.5% 7.3% 低于目标 7.0%左右 下调 

海南 6.5%左右 11.2% 高于目标  9.0%左右 上调 

湖北 7.5%左右 12.9% 高于目标 7.0%左右 下调 

江苏 6.0%左右 8.6% 高于目标 5.5%以上 下调 

甘肃 6.0% —— ——  6.5%以上 上调 

江西 8.0% 8.8% 高于目标 7.0%以上 下调 

内蒙古 6.0%左右 6.3% 高于目标 6.0% 不变 

宁夏 6.5%左右 6.7% 高于目标 7.0% 上调 

浙江 6.0%-6.5% 8.5% 高于目标 6.0%左右 下调 

辽宁 6.0%左右 5.8% 低于目标 5.5%以上 下调 

青海 6.0%-6.5% 5.7% 低于目标  5.5%左右 下调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2.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新老基建共同发力 

超半数省份维持或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目前已经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的省份来看，有超过半数的省份维持或提高了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并且绝大

部分省份均提到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从公布可比数据的省份来

看，2022 年的投资计划均大幅高于 2021 年，其中，河南省 2022 年计划投资 2.8 万

亿，较 2021 年增加 8000 亿元；江西省 2022 年计划投资 1.1 万亿，较 2021 年增加

500 亿元。 

在具体抓手方面，以“铁公基”为主的传统基建以及以“基站”、“充电桩”等

为主的新基建均有发力。多数省份均公布了较为详细的基建投资计划，其中老基建

以铁路、公路、水利、机场等为主，例如广东省提到“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包括珠三角枢纽机场，白云机场三期，广湛高铁等”。新基建则以 5G 基站、充电桩、

物联网等为主，例如，河南省规划 2022 年新建 5G 基站 4 万个、各类充电桩 3 万个以

上；安徽省 2022 年新建 5G 基站 2.5 万个以上，山西省新建 5G 基站 3 万个等，粗略

统计，目前已经公布的新建 5G 基站个数便已达 17.6 万个。 

 

表 3 2021、2022 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完成情况 

 2021 年计划 2021 年实际 
2021 年实际与计

划相比 
2022 年计划 与 2021 年计划相比 

河南 6.0% 4.5% 低于目标 10.0% 上调 

安徽 9.4% 9.4% 基本完成 10%以上 上调 

广西 15.0% 7.6% 低于目标 10% 下调 

河北 6.5% —— —— 6.5% 不变 

重庆 6.0% 6.1% 高于目标 6.0% 不变 

广东 8.0% 6.3% 低于目标 8.0%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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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8.5% 8.7% 高于目标 8.0% 下调 

四川 7.0% 10.1% 高于目标 8.0% 上调 

云南 11%以上 4.0% 低于目标 7.0%以上 下调 

海南 10.0% 
 

—— 8.0%左右 下调 

甘肃 7.0% 11.1% 高于目标 9.0% 上调 

江西 8.5% 10.8% 高于目标 8.0%以上 下调 

辽宁 10.0%左右 2.6% 低于目标 10.0%左右 不变 

资料来源：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5 2021、2022年投资计划、重大项目对比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 4 2022 地方两会涉及基建投资的表述 

 2022 年地方两会涉及基建的表述 

西藏 
加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加强市政设施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完成

12 个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实现 36 个村通硬化路。 

北京 
继续保持千亿投资强度，推进三大文化设施、东六环路改造等重点工程建设，实现大运河京冀段旅游通航；深入落实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完善支持政策，加强算力算法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河南 
固定资产投资 2.8 万亿，全年新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1800 个以上、竣工 700 个以上；推动 64个投资 10亿元以上的

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新建 5G 基站 4万个、各类充电桩 3万个以上、智能化煤矿 5个以上。 

安徽 打响有效投资攻坚战，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全年新开工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2600 以上，新建 5G 基站 2.5万座以上 

广西 

力争引进 10 万家以上“三类 500 强”，完成投资 8200 亿元以上。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开工建设岑溪至罗定等铁路

项目，续建贵阳至南宁铁路等 7 个项目，建成南宁至崇左铁路、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推进桂林至柳州改

扩建、河池至荔波等项目，建成 800 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突破 8000 公里，全面实现县县通高速；新建 5G 基站 1.5

万个 

河北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狠抓重大项目，掀起招商热潮，完善推进机制，以项目建设大成效推动河北大发展 

重庆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项目储备，加强政策对接，抢抓国家加大政府投资规模、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窗

口期”。聚焦“两新一重”、城市更新、民生补短板等领域布局一批重大项目，开工一批成熟项目，加快在建工程进

度，形成更多工作实物量。统筹实施 308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续建项目，新开工第四期项目 44 公里，推进 TOD 综合开

发，力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和在建里程实现“850+”。打造 10个“5G+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湖南 持续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扩大效投资，抓好十大基础设施项目 

广东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珠三角枢纽机场，白云机场三期，广湛高铁，深江铁路，黄茂海通道，粤东水资源

优化配置工程二期，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等。实现 5G网络珠三角广覆盖、粤东粤西粤北市县城区全覆盖。加快建设

“轨道上的大湾区”，推进广佛环线、深惠等城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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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加快雄忻、集大原等高铁项目建设，做好太绥、长邯聊等高铁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14条续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新改建“四好农村路”4000 公里。加快改扩建太原武宿机场、运城机场，新建朔州、晋城机场，建设灵丘、繁峙等通

用机场。新建 5G 基站 3万个，基本完成高铁、高速公路沿线通信网络覆盖提质升级。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建设。 

四川 
精准对接国家政策投向，争取更多项目资金支持。加大“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力度，加快川藏铁路，成达万高铁等重

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 160 个重大项目。 

陕西 

全面加快轨道交通、西延高铁、西康高铁、西十高铁、机场三期、引汉济渭二期、东庄水利枢纽、榆林黄河引水、西

安外环高速南段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围绕交通、能源、水利、防灾减灾、城市更新、管网改造、生态治理、新型基

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持续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积极推进延榆鄂高铁等重大项目。将加大对 5G 网络、新一代互联网、物

联网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 

上海 
新增 1 万个公共充电桩；启动建设上海示范区线、20 号线一期等轨道交通线,加快建设崇明线、机场联络线等轨道交

通线；加快推进沪苏湖铁路上海段和轨道交通南汇支线、嘉闵线、13 号线西延伸等项目建设。 

云南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积极争取利用好专项债，新开工 100 项重点水网工程，加快邵通机场迁建；新建 5G 基站 2 万

个。 

海南 
全方位推进“十四大交通过程”、“六大水利工程”建设，力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0%，用活产业项目差别化用地供地

模式，力争实现项目“签约即拿地”“拿地即开工”；实现 5G网络和千兆网覆盖全部乡镇。 

湖北 
紧 盯 总 投 资 10.3 万 亿 的 11287 个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能 开 则 开 、 能 快 则 快 ， 全 年 投 资 增 长 10%以 上 

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建设中国电信（601728）、三峡东岳庙等 10 个大数据中心，新建 5G 宏基站 2.6 万个。 

甘肃 实施“三化”改造项目 270 个；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建成“十四五”第一批风光电项目。 

江西 重点推进 3453 个省大中型项目，年度投资 1.1 万亿元以上；新增 5G 基站 1万个以上。 

内 蒙

古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盯住规划重点项目和年度重点项目，全力完成 5200 亿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实施一批交通水利、市

政工程、防灾减灾等重大项目；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系统布局 5G 基站、充电桩、加氢站等新型基

础设施，新建 5G 基站 10000 个。 

宁夏 聚焦“十大工程项目”“六个一百”重大项目，力争完成投资 2000 亿元；力促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早日开工。 

浙江 

实现基建投资增长 5.5%左右；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有效投资增长 6%左右。实施一批重

大基建项目，完成全省 520 公里国省道起伏不平等病害点段整治，完成全省 100 座桥头整治工作，新建改农村公路

1600 公里； 

辽宁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红沿河核电、徐大堡核电、沈白高铁，开工建设京哈高速绥中到盘锦段改扩建工

程，本桓宽高速、凌绥高速及兵器集团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 

青海 
谋深谋实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推动西成铁路、青藏铁路西格段提质、西宁机场三期、玉树机场改扩建等项目达到预

期进度；推进 5G 网络和千兆网建设。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3.多措并举促消费，新一轮“家电下乡”有望开启 

2021 年我国消费整体偏弱，社零同比与疫情前差距仍大。受国内疫情反复以及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影响，2021 年我国消费表现整体偏弱，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当月同比（两年平均）始终维持在 5%以下低位，部分月份甚至跌破 2%，与疫

情前 8%左右的增速中枢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022 年各省份普遍提出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具体抓手涵盖传统消费、新型消

费、农村消费等方面： 

1）巩固提升传统消费：多个省份均提出要稳定汽车、家具、家电等传统大宗商

品消费，河北等省份还将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措施。 

2）大力发展新型消费：各省均提到了要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首店经

济、共享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 

3）进一步挖掘农村消费：多个省份提出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促进农村耐用

消费品更新换代，实行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

下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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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建成国际、区域消费中心：多个省份提出要重点建设国际或区域消费中

心，进一步优化商圈布局，支持免税经济、会展经济等业态发展，打造消费市场新地

标。 

图 6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行（%）  图 7 2021 年消费整体偏弱（%）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 5 2022 年地方两会涉及消费的表述 

 2022 年地方两会涉及消费的表述 

西藏 培育新型消费热点，打造“西藏味道”美食街，发展假日经济、夜间经济。 

北京 

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催生的消费业态变化，深入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专项行动，鼓励绿色消费，丰富数字费，发展体

育消费，创新生活、文旅消费，大力孵化新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统筹推进现代物流基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

建设 

河南 

着力释放消费需求。壮大新型消费，培育时尚消费，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首店经济、夜经济。稳定汽车、家

电、家具等大宗商品消费。着力打造消费市场新地标，支持郑州、洛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行动，完善农村寄递物流配送体系，释放县乡消费潜力。对因疫情灾情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延续完善减免房租、

信贷支持等政策。鼓励分阶段精准投放消费券，开展特色消费促销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安徽 

努力促进消费升级。落实“皖美消费”行动，实施商贸企业龙头培育计划，力争实现百亿商贸企业新突破。完善消费

设施，优化老城区商业网点布局，加大三大开发区商业网点建设加密便民商业设施。提升消费品质，引进国内外知名

品牌，做强老字号品牌，打造一批互动体验场景，成功创建国家级淮河路步行街。丰富消费业态，推动百大等传统商

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进特色街区多业态融合，大力招引平台型电商企业，培育线上经济、夜间经济新业态，满足

不同群体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广西 

推动消费稳定恢复，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深入实施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三年行动，打好稳消费拓市场攻坚战着

力推动旅游恢复。深入挖掘消费潜力。举办“33 消费节”等活动，加快发展“双周”经济、夜间经济，开展步行街提

升改造。实行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行动。深入推动“桂品出乡”。加强市

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河北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提升传统消费，稳定汽车、油品等大宗消费，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措施，加快医养康

养、家政服务等产业发展。培育新型消费，规范发展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全省网络零售额增长 10%以上。促进城市消

费，推进 6 个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支持 25家省级智慧物流园区做大做强，新增 800 家品牌连锁便利店，升级

改造步行街、商业街，打造夜经济示范街区。挖掘乡村消费，完善县乡村电商体系、快递物流体系，加快农贸市场改

造升级。 

重庆 

促进消费升级扩容。抓住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契机，实施国际消费载体提质等“十大工程”，深化“巴渝新消

费”八大行动，巩固消费回暖势头。培育品质消费，推进解放碑—朝天门、观音桥等商圈建设，提档升级中央商务

区，优化商圈业态布局，发展智慧商圈。培育新型消费，挖掘重庆特色文化、特色美食和特色旅游资源，推动消费产

业联动融合，提质发展电子商务，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商旅文体跨界发展。 

湖南 

巩固提升传统消费，扶持一批老字号领军企业创新发展，促进湘菜、湘茶、湘酒、湘瓷、湘绣品牌化发展。培育消费

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新型消费，发展共享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和“智能+”服务消费等新模式。加强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促进农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支持长沙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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