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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及其宏观研究团队简介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4年，主管单位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名为“北

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2017年 12月改为现名。该中心现任主任

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苏剑教授。该中心依托北京大学，重点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波动和经

济增长、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转轨经济理论和实践前沿

课题、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等。 

从 2004 年到目前为止，中心已连续出版《中国经济增长报告》15 期（每年一期），对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持续的研究使得该报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其中的一些政策建议

也被中国相关部门采纳，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中心在中国人口政

策的调整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中国人口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及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供给管理及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等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团队组建于 2014 年，在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的

指导下，由苏剑教授任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组长，带领该中心宏观研究团队，包括 10名左右

专职研究人员和众多北京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展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

本团队密切跟踪宏观经济与政策的重大变化，将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纳入一个综合性的理论

研究框架，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去解读，把握宏观趋势、剖析数据变化、理解政策初衷、预判

政策效果。 

该团队走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以学术研究为现实问题研究提供理论

基础，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丰富理论基础，在实际应用中检验经济理论。团队定期发布宏观

经济预测、点评、专题等报告。作为独立、中立的研究者，本团队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客观、

实事求是地探索经济问题的本源、对各类当事人的影响以及各类当事人的应对策略。 

目前，电子刊物《原富》和“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一起构成该团队的两大学术交

流平台。“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每月举行一期研讨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讨论

中国宏观经济，下半场讨论金融市场，旨在研究探讨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热点问题，研判政

经大势，提供政策建议。《原富》杂志是由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收集、整理和发布的内

部刊物，每月初发布，及时、专业、全面地就当前国内外重大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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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预测 

——需求回温支撑通胀，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团队 

 

 

 

要点 

● 食品价格节前回升，服务价格平稳增长 

● 能源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价格降幅收窄 

● 市场预期改善，信贷规模稳步提升 

● 疫情不确定性减弱，叠加宽松的政策环

境支撑 M2 

● 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人民币汇率

稳中有升 

内容提要 

2023 年 1 月，随着国内疫情影响逐渐消

退，市场不确定性显著降低，经济活力开始恢

复，在稳增长、稳楼市政策支撑下，生产端保

持增长，外部需求相对较弱，但经济整体恢复

势头没有发生改变。综合 2023 年 1 月宏观经

济形势走势，结合当前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环

境，经济增长韧性尤在，宏观经济将实现平稳

开局。 

价格方面 

CPI：受国际原油下行、疫情影响渐趋平

稳、国内消费需求回温和部分商品供应改善

影响，食品价格环比有所回升，非食品相对平

稳，预计 2023 年 1 月 CPI 同比增长 1.9%，较

上期上升 0.1 个百分点。 

PPI：国际油价受俄油限价落地和产油国

减产力度不及预期影响有所下行，带动国内

生产资料价格下行，生活资料受需求端影响

相对平稳，工业生产价格同比有所回升，预计

2023 年 1月 PPI 同比下跌 0.6%，较上期回升

0.1 个百分点。 

货币金融方面 

人民币贷款：伴随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

转变，市场预期逐渐改善，内需开始稳定恢复，

叠加当前国内从供给端陆续出台的稳楼市政

策共同支撑信贷规模，但疫情短期冲击仍在，

楼市回暖仍需时日，预计 2023 年 1 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 37800 亿元，同比少增 2000 亿元。 

M2：伴随国内疫情影响趋于减弱，市场不

确定性显著降低，经济活力开始恢复，资金流

动性逐渐加快，在当前略偏宽松的政策环境

下，M2 同比增速稳定增长，预计 2023 年 1 月

末 M2 同比增长 11%，较上期下降 0.8 个百分

点。 

人民币汇率：达到通胀目标前美联储仍

将继续加息，国内外货币政策保持分化，中美

利差持续倒挂，压低人民币。但随着国内稳增

长政策持续发力，后续经济基本面持续复苏

将对人民币形成支撑，叠加人民银行和外汇

管理局持续释放稳汇率信号，预计 2023 年 2

月人民币汇率在 6.65～6.80 区间双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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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CPI 部分：食品价格节前回升，服务价格

平稳增长 

预计 2023 年 1 月 CPI 同比增长 1.9%，较

上期上升 0.1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 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项环比增长 1.5%，非食品项

环比增长 0.2%，其中翘尾因素贡献约 1.4%，

新涨价因素预计贡献约 0.5%。 

CPI 关注食品和非食品两个方面，食品项

主要由猪肉和鲜菜鲜果等驱动，非食品由工

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驱动。截至 1 月 29 日，

食品项方面，受集团养殖场节前停售放假影

响，春节前备货接近尾声，市场呈现供需双降

格局，全国猪肉平均批发价格环比继续下降

18.1%。蔬果方面，春节临近下鲜菜、鲜果均

出现季节性上涨，28 种重点监测蔬菜环比增

长 18.6%，7 种重点监测水果环比增长 7.6%，

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环比增长 4.4%，菜

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环比增长 5.0%；

非食品项方面，工业消费品方面，受上游工业

大宗震荡回落影响，预计本月工业消费品价

格环比下跌 0.1%；服务价格方面，受 1 月各

地出行放松和春节前出行需求增加影响，春

运人员流动较去年显著回升，预计本月服务

业价格环比增长 0.3%。 

综合而言，受国际原油下行、疫情影响渐

趋平稳、国内消费需求回温和部分商品供应

改善影响，食品价格环比有所回升，非食品相

对平稳，预计 1 月 CPI 同比增长 1.9%，较上

期上升 0.1 个百分点。 

 

图 1 CPI 当月同比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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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部分：能源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价格

降幅收窄 

预计 2023 年 1 月 PPI 同比下跌 0.6%，较

上期回升 0.1 个百分点，环比-0.2%，其中生

产资料环比-0.3%，生活资料环比 0.1%，其中

翘尾因素贡献约-0.4%，新涨价因素预计贡献

约-0.2%。 

总体而言，1 月份主要工业品价格环比分

化。截至 1 月 29 日，石油天然气方面，受市

场需求预期边际转好和 OPEC产油国减产力度

不及预期影响，布油、美油月度期货结算均价

环比分别增长 2.9%、2.1%；煤炭方面，下游

采购节奏放缓，节前煤矿提前放假，供给短暂

缩减，1/3 焦煤市场价环比增长 2.1%；化工

方面，各主要品类环比跟随油价回落；非金属

方面，受节前开工需求收缩影响，水泥价格指

数有所回落，环比下跌 5.73%；黑色金属方面，

铁矿石期货结算价环比增长 4.65%，螺纹钢市

场价环比增长 3.72%；有色金属方面，电解铜

市场价环比 1.08%，铝市场价环比-4.51%、铅

市场价环比-1.03%、锌市场价环比-3.14%；农

业生产方面，尿素市场价格环比下跌 1.04%、

硫酸钾复合肥市场价格环比不变。  

综合而言，1 月国际油价受俄油限价落地

和产油国减产力度不及预期影响有所下行，

带动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下行，生活资料受需

求端影响相对平稳，工业生产价格同比有所

回升，预计 1 月 PPI 同比下跌 0.6%，较上期

回升 0.1 个百分点。  

 

图 2 PPI 当月同比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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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人民币贷款部分：市场预期改善，信

贷规模稳步提升 

预计 2023 年 1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37800

亿元，同比少增 2000 亿元。 

从拉升因素看：第一，稳经济、促恢复、

扩内需等政策支撑。2022 年年底在房地产领

域已经从供给端出台了“金融十六条”、“第二

支箭”、“第三支箭”等政策工具，确保保交楼

任务落实，以及推动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由

此支撑信贷规模。第二，疫情防控政策转变带

来的消费扩张。2022 年受疫情影响国内居民

户贷款同比大幅少增，但随着去年 12 月疫情

防控的转变，疫情影响减弱，消费得以恢复，

尤其是春节期间各类消费均以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各类消费贷款支撑本月信贷规模。

第三，季节性因素使然。银行通常会在新年第

一个月大量投放信贷，实现早投放早收益的

目的，尤其是去年年底各项政策的落实。第四，

疫情不确定性减弱后市场预期改善。由于疫

情影响趋于减弱，市场预期好转带动企业和

个体经商户投资需求扩张，尤其是服务业领

域供给投资得到提振，满足消费需求的恢复。 

从压低因素看：第一，疫情防控政策转变

后感染高峰的短期冲击。12 月 7 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疫情防控“新十条”，相较

之前的疫情防控政策出现较大转变，1 月份部

分省份的新冠感染仍处在高峰，导致经济运

行动力下降，例如停工停产、居家修养等，信

贷需求受到抑制。第二，楼市仍显不振。截止

到 1 月 28 日，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767.5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4.54%，显示当

前楼市回暖仍需时日，难以支撑信贷扩张。 

 
图 3 新增人民币贷款及预测（亿元）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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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言，伴随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转变，

市场预期逐渐改善，内需开始稳定恢复，叠加

当前国内从供给端陆续出台的稳楼市政策共

同支撑信贷规模，但疫情感染的短期冲击仍

在，楼市回暖仍需时日，预计 2023 年 1 月新

增人民币贷款 37800 亿元，同比少增 2000 亿

元。 

疫情不确定性减弱，叠加宽松的政策环

境支撑 M2 

预计 2023 年 1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1%，较

上期下降 0.8 个百分点。一是稳增长政策持

续出台支撑信贷规模扩张。2022 年年底已经

出台了多项稳经济、促恢复等政策措施，包括

“金融十六条”、“第二支箭”、“第三支箭”、

各类专项资金等，房地产行业的供给端信贷

需求趋于恢复。二是市场预期好转引致信贷

需求扩张。1 月疫情影响持续减弱，疫情不确

定性消散，市场投资需求逐渐恢复，信贷需求

由此扩张，同时消费环境改善也进一步拉升

信贷，进而支撑 M2。三是财政部于 2022年 12

月 12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面向境内有关

银行定向发行 7500 亿元 3 年期特别国债，从

而增加财政存款，减少了 M2。四是疫情影响

消散后居民和企业预防性储蓄开始回落。伴

随疫情影响逐渐消散，居民和企事业单位预

期转好，经济运行动力开始恢复，预防性储蓄

减少，资金流动速度加快，支撑 M2 增速。 

综合而言，伴随国内疫情影响趋于减弱，

市场不确定性显著降低，经济活力开始恢复，

资金流动性逐渐加快，在当前略偏宽松的政

策环境下，M2 同比增速稳定增长，预计 2023

年 1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1%，较上期下降 0.8

个百分点。 

 
图 4 M2 当月同比及预测（%）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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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同比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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