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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2022 年四季度至今，随着国内疫情和防控政策的变化，市场主体预期出

现较大波动。考虑到市场预期通常领先于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表现，因此

有必要对当前中国经济主体的预期变化情况进行梳理。本文结合 PMI、

BCI、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国家统计局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观察

总结近期我国市场主体预期走势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能够有效提

振预期。 

 企业部门：2023 年初，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企业预期均出现回暖，

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服务业在 2022 年末预期转弱更加严重，

但 2023 年开年恢复也更明显；制造业企业预期自 2022 年初便震荡下行，

至 11 月已降至荣枯线以下；同时，建筑业企业预期较为平稳。另一方面，

从绝对水平来看，当前服务业、建筑业等非制造业企业信心基本恢复至

2022 年初水平，但制造业与之仍有差距。此外，房地产企业预期可能尚

未趋势性回暖。尽管近期房地产相关政策出现较大松动，但政策从出台到

明显见效需要时间。从高频指标来看，当前 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面积、

溢价率等相对往年同期仍偏低，房企在拿地方面仍有顾虑，表明尽管当前

政策已接连出台，房企预期回暖仍需时日。 

 居民部门：根据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2022 年四季度我国居民部

门预期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居民收入、就业预期均降至有统计以来新低。

二是，居民对未来房价的预期更加悲观，对消费品物价上涨的担忧升温。

在此前一系列事件冲击下，居民对于房价的预期明显转弱，叠加近几年居

民资产负债表明显受损，短时间内居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能否明显复

苏、地产销售能否企稳反弹，仍存在不确定性。三是，居民储蓄意愿更加

强烈，消费、投资意愿均降至低位。四是，居民在旅游、购房等方面的支

出意愿下滑。从历史数据来看，消费者信心指数往往落后于 PMI 生产经营

活动预期指数 3 个月左右，即居民部门预期修复通常落后于企业部门。因

此我们认为，2023 年一季度居民部门的预期绝对值可能仍处偏低水平。 

 提振预期政策建议：一是，设定相对偏高、且可完成的 GDP 增速目标。

考虑到 2023 年的实际情况（如低基数效应等），我们认为 GDP 增速目标

在 5.5%甚至以上是合适的，其中的信号意义可能更为关键。二是，将赤

字率设定在 3%以上。将赤字率目标从 2022 年的 2.8%左右提高至 3%以

上，亦可向市场主体释放稳增长决心强的信号。三是，用实际行动改善预

期，比如尽快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等。四是，出台更多消费支持政

策，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推动“超额储蓄”向消费转化。五是，针对民众

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中长期问题，出台更多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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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以来，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中面临的

主要困难。而相比于前两重压力，预期转弱的表现更加多样化，也更难直接观察。2022 年四季度至今，随着国内疫情及防

控政策的变化，市场主体预期同样出现较大波动。考虑到市场预期通常领先于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表现，因此有必要对当前

中国经济中的预期变化情况进行梳理。本文结合 PMI、BCI、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国家统计局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

观察总结近期我国市场主体预期走势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主体预期。 

 

一、 企业预期如何变化 

2023 年初，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企业预期均出现回暖，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服务业在 2022 年末预期转弱

更加严重，2023年开年恢复也更加明显；制造业企业预期自 2022年初便震荡下行，至 11月已降至荣枯线以下；同时，建

筑业企业预期较为平稳。另一方面，从绝对水平来看，当前服务业、建筑业等非制造业企业信心基本恢复至 2022年初水平，

但制造业与之仍有差距。 

图表1 2023 年初各行业预期均出现回暖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22年 1-11月，制造业企业预期震荡转弱，并在 11月触底。2022年开年，在出口持续高景气、国内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等

因素的支撑下，制造业企业整体预期较为平稳，2022年 1、2月制造业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 57.5%、58.7%，

处于较高景气区间。2022 年 3 月国内疫情升温后，制造业企业预期便持续转弱。尤其是 2022 年四季度初，疫情的反复以

及外需的走弱使得制造业企业更加悲观，2022年 11月制造业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一度跌至荣枯线之下，为 2020年

疫情爆发以来首次。 

不过，2022年 12月以来，制造业企业预期加速回暖。2022年 12月、2023年 1月，制造业 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环

比分别增加 3.0、3.7个百分点，呈加速回升态势。但从绝对值来看当前制造业企业信心并没有完全恢复：2023年 1月，制

造业 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仍低于 2022年一季度平均水平。 

分企业规模来看，2022年四季度小型制造业企业预期转弱最为明显，但近期明显恢复。2022年四季度开始，各类型制造业

企业预期均明显转弱，11月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下滑 3.1、2.9、6.2个百分点，即小型制造

业企业在疫情冲击中预期转弱更加明显。但在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小型企业预期回暖也更加明显，与 2022 年 11 月的低

点相比，2023年 1月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分别回升 6.7、5.1、8.9个百分点。 

45

50

55

60

65

70

2019-01 2020-01 2021-01 2022-01 2023-01

%

制造业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非制造业PMI: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

非制造业PMI: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



 

 

 
 

宏观动态跟踪报告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3/ 9 

 

小型制造业企业预期明显回暖，同样意味着民营企业的信心有所增强。在我国，大型企业通常对应着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

企业，而小型企业则多为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可以认为当前民营经济的信心同样有所增强。除了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外，

近期政府针对民营经济的一系列表态亦起到了积极作用。2022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对当前社会舆论进行了有效纠偏，亦对民营企业家的担忧

做出了有力回应。2022年 12月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自 11月的 893大幅回落至 699，同样反映出民营企业面临的政

策环境明显改善。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信心出现一定修复。 

图表2 小型企业预期转弱更加明显，反弹幅度也更大 
 

图表3 2022年末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明显回落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BCI 指数同样反映出民营企业的预期明显修复。由长江商学院搜集计算的长江商学院BCI（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指

数，主要调查企业某一经营状况指标（例如销售额）在未来 6 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变化情况。由于参加 BCI 调查的企业

多为民营中小企业，可以认为 BCI指数同样反映了民营企业预期的变化。BCI指数显示，2022年 11月开始民营企业的信心

便触底反弹，并在今年初加速回暖。尽管 2023年 1月 BCI各分项指数全面改善，但与 2022年初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从绝

对值来看，当前 BCI 指数仍然位于 50的临界点之下。 

图表4 BCI 指数表明民营企业预期明显修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分项数据来看，当前民营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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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业对未来销售状况预期改善最为明显。2023年 1月 BCI企业销售前瞻指数环比回升 9.62至 59.89，为 2022年 4

月以来最高点。但当与 2022年一季度相比，当前企业对未来销售的预期仍然偏弱。 

二是，企业对盈利的预期更偏乐观，但仍在临界点以下。2022年以来，民营企业盈利状况持续弱化：2022年全年私营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滑 7.2%，而同期国有企业增长 3.0%。2023年 1月 BCI企业利润前瞻指数环比回升 7.02，改善幅

度在所有分项指数中仅略低于销售前瞻指数。但从绝对值来看，尽管当前企业利润前瞻指数已升至 2022年 4月以来最高值，

但仍低于 50的临界点，相比于 2022年一季度水平更存在明显差距，表明当前企业对于未来盈利预期尚未完全恢复。 

三是，企业成本上涨压力或将增加。2023年 1月 BCI 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总成本前瞻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4.64、2.38，

至 72.16、74.87，两项指数回升至偏高水平，表明当前企业对未来成本上涨的预期更加明显。 

四是，终端价格下滑或对企业盈利造成影响。2023 年 1 月 BCI 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环比仅回升 0.98至 44.0，无论是回升

幅度还是绝对水平均偏低，侧面反映出企业对未来终端消费品价格的走势看法偏悲观，叠加对成本压力上涨的担忧，企业整

体盈利状况的改善仍需时日。 

五是，企业投资意愿并未持续回暖。在经历了 2022年 1月的大幅反弹后，2023年 1月 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并未继续改

善，环比反而降低 0.36至 53.63，表明当前企业对于投资、扩大生产意愿不足。从历史上看，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与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 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触底回升通常领先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这或意味着短时间

内民间投资仍将处于低位。 

图表5 2022年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持续弱化 
 

图表6 历史上，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触底回升领先于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2021 年数据为两年平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非制造业方面，服务业企业信心在跌至低谷后大幅增强，而建筑业企业预期整体保持平稳。2022 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疫情

影响开始减弱，但服务业企业的预期却在持续回落，服务业PMI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由2022年6月的61.0%降至11月的52.3%。

与此同时，受到基建投资持续高增的影响，建筑业企业信心整体保持平稳。2022年 12月国内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建筑业、

服务业企业信心明显改善，尤其是服务业企业预期大幅回暖，2023年 1月服务业PMI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升至 64.3%，为

近 10年来最高值。 

房地产企业的预期可能尚未趋势回暖。2022 年以来，尽管地方政府因城施策“松绑”房地产政策、央行银保监会推动房贷

利率较大幅度下行，但房地产各项指标在底部区域徘徊。2022 年 11月房企融资政策“三箭齐发”，更多向房地产企业（尤

其是民营房企）融资端倾斜，相比前期更加务实，但政策从出台到明显见效需要时间。从高频指标来看，当前 100大中城市

成交土地面积、溢价率等相对往年同期仍偏低，房企在拿地方面仍有顾虑，表明尽管当前政策接连出台，但从政策落地到房

企预期全面改善，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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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近期服务业企业预期经历大幅波动 
 

图表8 当前土地成交溢价率仍处于近年来低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居民预期如何变化 

与企业相比，能够直接反映居民预期变化的相关指标并不多，主要包括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央行

每季度进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接下来，本文尝试通过以上指标，观察我国居民部门预期的变化。 

根据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2022年四季度我国居民部门预期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居民收入、就业预期均降至有统计以来新低。2022 年四季度，居民对未来的收入信心指数、就业预期指数环比分别

下滑 2.1、2.3个百分点，至 44.4%、43.0%，甚至低于疫情爆发初期的 2020年一季度，均创下了有统计以来新低。这表明

在此前疫情冲击之下，居民部门对于未来的收入增长、就业形势的看法较为悲观。 

二是，居民对未来房价的预期更加悲观，对消费品物价上涨的担忧升温。2022年四季度，仅有 14.0%的居民预期下季度房

价将上涨，较上季度下滑 0.8个百分点，已连续 6个季度下滑，并创下有统计以来低点。在此前的一系列事件冲击之下，居

民对于房价的预期明显转弱，叠加近几年居民资产负债表明显受损，短时间内居民部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能否明显复苏、

地产销售能否企稳反弹，均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居民对于物价的预期则与企业看法有所不同，尽管BCI指数显示企业预计

终端消费品价格可能下滑，但 2022年以来居民对于物价上涨的担忧却在持续升温。 

图表9 居民对未来收入、就业预期持续转弱 
 

图表10 居民对房价预期更为悲观，并担忧物价上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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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居民储蓄意愿更加强烈，消费、投资意愿均降至低位。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022 年四季度居民选择更

多储蓄的占比环比增加 3.7个百分点至 61.8%，创下有统计以来新高，选择更多消费的占比仍保持在 22.8%的历史低位，而

选择更多投资的占比降至 15.5%。 

四是，居民在旅游、购房等方面的支出意愿下滑。从居民部门未来三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来看，居民选择比例由高到低

排序为：医疗保健(29.6%)、教育（27.9%）、社交文化和娱乐(18.5%)、大额商品(18.5%)、购房(16.0%)、保险(15.0%)、旅

游（13.3%）。与 2022年三季度相比，除教育、保险外，其他项目的支出意愿均出现下滑，这同样反映出当前居民避险情绪

较高、储蓄意愿较强。同时，准备增加购房支出的居民比例下滑 1.1个百分点，同样指向居民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持续下滑。 

图表11 2022年居民储蓄意愿不断提升 
 

图表12 居民对于购房、旅游等项目的支出意愿下滑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相比企业，居民预期的修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有关居民部门预期的统计数据公布较为滞后，当前最新数据仅反映了 2022

年末居民部门预期的变化。但从历史数据来看，消费者信心指数往往落后于 PMI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3 个月左右，即居

民部门预期修复通常落后于企业部门。因此我们认为，2023年一季度居民部门的预期绝对值可能仍处偏低水平。 

图表13 居民部门预期修复往往落后于企业部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0

20

40

60

80

100

13/01 15/01 17/01 19/01 21/01

%

居民消费、储蓄、投资意愿
更多投资占比 更多储蓄占比
更多消费占比

0 10 20 30

旅游

保险

购房

社交文化和…

大额商品

教育

医疗保健

%

未来三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

2022Q3

2022Q4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2014-01 2015-01 2016-01 2017-01 2018-01 2019-01 2020-01 2021-01 2022-01 2023-01

%
消费者信心指数 PMI: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右，滞后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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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