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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5 日 
经济师：姚少华 

 

2022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宏观解读 

中国实现 2021 年主要经济预定目标 

2022 年 3 月 5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宣读了本年

度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 2021 年的整体工作进行了回顾，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 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第三部分说明了 2022年

政府工作任务。 

如图 1 所示，2021 年中国经济实质增长 8.1%，大幅高于 6.0%以上的增长目标。有关就

业的经济指标城镇新增就业亦圆满实现目标，2021 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69 万人，超过

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的目标。2021 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低于 5.5%左右的

目标。2021 年粮食产量 1.37 万亿斤，创历史新高，实现 1.3 万亿斤以上的增长目标。

2021 年中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6 万个，惠及近千万家庭，亦高于 5.3 万个的目

标。此外，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疫苗全程接种覆盖率超过85%，及时有效处置局部地

区聚集性疫情，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图 1：2021 年中国经济指标—目标与实际比较 

经济指标 目标 实际 

实质 GDP 增长, %  6.0 以上 8.1 

城镇新增就业, 百万 11.0 以上 12.69 

城镇调查失业率, % 5.5 左右 5.1 

粮食产量, 万亿斤 1.3 以上 1.37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万 5.3 5.6 

消费物价通胀, % 3.0 左右 0.9 

  来源: 2021 与 2022 政府工作报告、农银国际证券 

2022 年 GDP 增长目标下调为 5.5%左右 

中国政府将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5.5%左右，低于 2021 年 6.0%以上的增长目标

（图 2）。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一方面说明当前中央当局更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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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强调经济增长的底线，另一方面亦说明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政府工作报告再次

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是

稳增长，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大幅放缓下找到新的增长点来阻止经济明显下滑。有见于低

基数效应消退，我们相信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整体上我们预期 2022年中国

GDP 增长 5.5%，与政府设定的 5.5%左右的增长目标基本一致。强劲的外需和积极的财

政政策将是主要的增长动力。相反，疲弱的房地产行业、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潜在的新冠肺

炎病毒大幅变异将是主要挑战。 

图 2：中国 2022 年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指标 目标 农银国际预测 

实质 GDP 增长, % 5.5 左右 5.5 

城镇新增就业, 百万 11.0 以上 12.0 

城镇调查失业率, % 5.5 以内 5.0 

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 % 2.8 左右 3.0 

消费物价通胀, % 3.0 左右 2.0 

来源: 2022 政府工作报告、 农银国际证券预测 

报告对今年的宏观政策进行了定调，确定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稳健的意思是政策保持连

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有效是指政策要有效果。报告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报告提出要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今年赤字率拟按 2.8%左右安排，

比去年 3.2%左右的赤字率有所下调。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安排为 3.65 万亿人民币，

与去年相同。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 1.5 万亿元、规模近 9.8 万亿元，增长

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根据上面的财政资源安排，说明今年的财政政策逐步回归常

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集中于常态化的减税降费、加大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以及增加

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规模。由于财政支出较财政收入的增长为高，我们预期 2022 年

政府会再录得小幅财政赤字，约占 GDP 的 3.0%。 

货币政策方面，报告提出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扩大新增贷款规模，保持货币供

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让广

大市场主体切身感受到融资便利度提升、综合融资成本实实在在下降。有见于经济放缓压

力较大，我们预期 2022 年人民银行将继续下调 RRR 与 LPR。我们预计 2022 年新增人民

币贷款与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或分别达至 22 万亿元人民币及 32 万亿元人民币。202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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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货币供给(M2)预计增长 8.5%，基本上和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此外，随着今年名义

GDP 继续增长，我们预期宏观杠杆率会小幅回落。 

就业方面，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

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2022 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 1100 万人，而城镇调查失业率

目标控制在 5.5%以内，与 2021 年基本相同。我们相信上述两个就业目标可以达到，因为

尽管 2021年中国经济仍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极大冲击，但 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实际达

到 1269 万人，而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 5.1%。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一是推动

消费持续恢复。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继续支持新能

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二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安排 6400亿元，较去年 6100亿元为多。我们预计今年基建投资的财政支持将增加，加上

去年较低的基数效应，基建投资有望在 2022 年低位回升。 

2022 年消费物价通胀目标为 3.0%左右，与 2021 年相同。然而，我们相信消费物价通胀

更多属于软性指标而非硬性指标。我们预计 CPI 与 PPI 通胀剪刀差将在 2022 年缩小。由

于食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猪肉价格可能会随着供应趋紧在今年下半年上涨，我们预计

2022 年 CPI 通胀将从 2021 年的 0.9%上升至的 2.0%。 由于国内需求疲软和高基数效

应，我们预计 2022 年 PPI 通胀将从 2021 年的 8.0% 放缓至 3.0%。我们相信 2022 年的

宏观政策制定将不会受到通胀的制约。 

科技政策方面，报告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企业创新

激励力度，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以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力度，所以中国须加快形成核

心技术突破体系，实现重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令

投资回报率上升。我们预计中国将在芯片和半导体、软件、精密机械、新材料等高科技领

域加大投放资源，做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拥有强大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将获得更多的财政及金融支持来实现技术突破、创新及升级。我们可以预

见今年高科技板块将获得更多的增长空间。 

环保政策方面，报告提出今年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有序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推进大型风光电基地及其配套

调节性电源规划建设，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推进钢铁、有色、石化、

化工、建材等行业节能降碳。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我们认为

未来包括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在内的绿色经济将获得长足的发展。绿色债权与股权融资

的发展无疑有广阔的空间。我们预计今年新增绿色贷款金额或突破 1 万亿人民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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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政策方面，报告再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加

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

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以上表述可

以看出房地产政策大方向未见明显改变，但报告中亦提及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反映部分地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下行压力较大，在限购限价政策方面或做

出一些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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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能源革命 

研究部主管: 陈宋恩 

解决原油危机影响，加快推动能源革命 

 
来源：石油输出国组织、农银国际证券 

 

能源革命的紧迫性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能源革命。在当前环球政经环境下， 从稳能源到保能

源供应的紧迫性越见重要。中国需要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引发一场能源革命。这场能源

革命是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满足环保需求，更重要的是增强国家能源独

立性，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风险缓冲，以抵消外部能源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

不利影响。长线投资者需要扩大考虑，从产业政策发展扩大到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相信能源革命已经开始，以下的分析说明了能源革命的紧迫性。 

鉴于能源价格高企，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中国在进口能源资源的节

约可以转化成为可用的财政资源来资助国内大量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融资。 中国

进口的主要能源资源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和成品油。 2021 年，这四项商品的进口总

额 23617 亿元，同比增长 40%; 但总进口量同比增长 1%， 几乎持平。由于 2021 年进口

能源均价上涨 38%，我们推算中国额外支付了 6 千多亿元的进口能源成本。A 股上市的三

峡新能源 (600905 CH)正在广东阳光建设三座海上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总投

资 411.69 亿元。2021 年中国为进口能源支付的额外 6 千多亿元成本相当于三峡新能源建

设 15-16 个 30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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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 能源领域相关工作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2019 2020 2021 2022 

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

能耗 

下降 3%左右 继续下降 降低 3%左右 

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
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
当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
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 
 
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
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加
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能源领域 调整优化能源

结构。推进煤
炭清洁化利
用。健全天然
气产供储销体
系。 
 
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加快
解决风、光、
水电消纳问
题。 

保粮食能源
安全。 
 
增加充电
桩、换电站
等设施，推
广新能源汽
车。 
 
保障能源安
全。推动煤
炭清洁高效
利用，发展
可再生能
源，完善石
油、天然
气、电力产
供销体系，
提升能源储
备能力。 
 

推进能源、交通、
电信等基础性行业
改革，提高服务效
率，降低收费水
平。 
 
实施一批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大工
程项。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推动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大
力发展新能源，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有序发展核
电。 
 
加快建设全国用能
权、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完善能源消
费双控制度。 
促进新型节能环保
技术、装备和产品
研发应用，培育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
推动资源节约高效
利用。 
 
实施金融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专项政
策，设立碳减排支
持工具。 
 

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
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
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
源低碳转型。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
序减量替代，推动煤电节能
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
热改造。 
 
推进大型风光电基地及其配
套调节性电源规划建设，提
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消纳能力。 
 
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
广应用，建设绿色制造和服
务体系，推进钢铁、有色、
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节
能降碳。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
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
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加
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来源：2019-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农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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