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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货币回落，经济开局平稳 
  

——2023 年 2 月份中国宏观数据预测 
 
[Table_Industry] 日期: shzqdatemark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2 月份宏观数据预测：CPI=1.5，PPI=-1.7，M2=12.0，M1=6.0,新增信

贷 15000 亿，信贷增速=11.2；以下 1-2 月合计：出口=-8.0，进口=-

3.2，顺差= 800（USD）亿，工业=4.0，消费=-1.0，投资=5.0。 

市场看法：经济、货币、通胀“三平稳”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仍处在“底部徘徊”阶段，经济、通胀和货币的

市场预期表现为“三平稳”。市场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走稳的预期更趋一

致，市场整体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平稳态势将增强，2023 年季度增速或

呈现 W波动，2024-2025年经济运行的波动将下降。最新的市场预期表

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信心较为平稳。对于 2023-2025 年经济走

势，平稳仍是市场共识，预期运行水准仍围绕 5.0 基准，略低于疫情

前 2019年 GDP增速 6.0。 

我们看法：通胀趋回落，货币首月效应后下行 

经济底部徘徊时期通胀低迷是主要趋势，我们和市场主流预期间存在

差异，我们对通胀稳中下行的态势，有着更为强烈的信心。货币宽松

对通胀的影响，需要通过需求改善带来的经济回升这一中间环节方能

实现。2023 年 1 月份信贷和货币增长的大幅度回升，主要是商业银行

信贷投放月度变化中的“首月效应”，并不具有持续性，未来或有回

落，新增信贷规模和货币增长，有望都将回落。 

房地产市场：楼市暖风吹，成交平稳价格升 

从延续 2020 年下半年以来的“保交楼”行业调控新政，伴随房地产市

场风险变化，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各地在楼市交易方面的限制出

现了不同形式的放松迹象。首先是为“保交楼”而进行的金融限制放

松。其次，各地在交易限制等市场准入方面，依照形势变化进行了因

城施策的放松。2023 年 2 月的楼市成交仍然维持了相对平稳的态势，

从前期成交规模变化态势及政策基调看，未来成交仍会低位延续。 

经济预期改善筑就市场平稳基础 
中国经济仍处在“底部徘徊”阶段，物价保持低位且平稳较有保证，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利率市场中枢仍将维持下行趋势；在政策平稳和经

济韧性影响下，资本市场运行格局波动中不改缓慢回暖态势。 

 

 风险提示 
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恶化，国际金融形势改变；中国通胀超预期

上行，中国货币政策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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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即期认识 

1.1  市场看法： 经济、货币、通胀“三平稳”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仍处在“底部徘徊”阶段，经济、通胀

和货币的市场预期表现为“三平稳”。按照路透最新的宏观中长期

前景 POLL,市场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走稳的预期更趋一致，从 GDP

季度预期分布情况看，市场整体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平稳态势将增

强，2023 年季度增速或呈现 W 波动，2024-2025 年经济运行的波

动将下降。最新的市场预期表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信心较

为平稳。对于 2023-2025 年经济走势，平稳仍是市场共识，预期

运行水准仍围绕 5.0 基准，略低于疫情前 2019 年 GDP 增速 6.0。

对物价前景的预期保持平稳，市场主流看法认为，CPI 将保持目前

平稳状态，即 CPI 维持在 2.0 上方小幅波动，未来 3 年的市场预测

中值为 2.3、2.3、2.4。对货币政策环境变化的预期，尤其是利率

基准的变化，在现有水准上走平仍然是市场主流看法。当前市场

的降准、降息预期均较弱；对 RRR 的预期，市场预期中位数是未

来 2 年保持不变，而上一次的 POLL（2022 年 10 月份）时的主流

预期是逐渐下行，2023年和 2024年末的预测中值分别为 10.75和

9.25。货币环境的预期由持续宽松转为走平，是市场预期近期的最

大变化；利率体系保持平稳的预期则保持不变。 

1.2  我们看法：通胀趋回落，货币首月效应后下行 

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底部徘徊时期通胀低迷是主要趋势，我

们和市场主流预期间存在差异，我们对通胀稳中下行的态势，有

着更为强烈的信心。我们认为，经济底部徘徊时期通胀抬升出现

的可能性不大。货币宽松对通胀的影响，需要通过需求改善带来

的经济回升这一中间环节方能实现。对于中国的货币环境前景，

与市场预期不同，我们仍然认为，降准、降息或都是 2023 年货币

政策不可缺的选择，尤其是降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央行的

政策目标之一。我们认为 2023 年 1 月份信贷和货币增长的大幅度

回升，主要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月度变化中的“首月效应”，并不

具有持续性，未来或有回落，新增信贷规模和货币增长，或都将

回落。伴随疫情影响逐渐趋弱化，市场经济信心逐步趋恢复，资

本市场已步入平稳中回暖的新阶段，“抑”的时期已过去， “扬”

的时刻正在到来。而 PPI 则继续呈现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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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月高频数据、政策分析 

2.1  房地产市场：楼市暖风吹，成交平稳价格升 

延续 2020 年下半年以来的“保交楼”行业调控新政，伴随房

地产市场风险变化，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各地在楼市交易方

面的限制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放松迹象。 

首先是为“保交楼”而进行的金融限制放松。继 2022年 11月

的“十六条”之后，2022 年 12 月 30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

布通知，决定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 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

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其次，各地在

交易限制等市场准入方面，依照形势变化进行了因城施策的放松。

2 月以来，广东惠州、湖北武汉、四川省等多地购房支持政策频出。

其中，惠州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将商品房限售年限由 3年缩短为

1 年；武汉动态调整住房限购范围，在限购区域购房可新增一个购

房资格；四川省提出优化住房限购、限售、二套房认定标准，动

态调整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2 月 20 日，江苏扬州出台 8 项措施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包括新房不再限购，二手房取消限

售、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阶段性

上调 20%、首套房契税补贴、人才和二孩以上家庭购房补贴政策

延期等。伴随房地产市场经营环境变化，成交平稳中价格开始出

现回升态势。 

 

图 1：主要城市中原房价指数出现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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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城市个数增加；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转涨、二三线城

市环比降势趋缓，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二三线

城市同比下降。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36 个和 13 个，比上月分别增加 21 个和

6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5%转为上涨 0.4%。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3%转为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

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降幅比

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4%，降幅

与上月相同。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城市有 15

个，比上月减少 1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城市有 6 个，个

数与上月相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2.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下降 1.1%，降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3.8%和 4.7%，降幅比上月均收窄 0.1 个百

分点。 

 

图 2：70 城市住宅价格增速保持平稳（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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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的楼市成交仍然维持了相对平稳的态势，延续了

2022 年 2Q 以来的下台阶后低位平稳运行的局面。2022 年 Q4 以

来各地先后不同程度对楼市调控采取了松动的措施，市场对楼市

调控转向逐渐转向放松预期逐渐升高，但基于经济、社会和行业

基本面的变化，楼市成交依然呈现了较为温和的格局。 2022 年

Q2 后，疫情后一度走稳的成交区间再度下降，并维持偏低态势。

2023 年 2 月份，全国 30 大中城市扣除春节因素影响的周成交规模

平均为 264.7 万方，上月为 299.2 万方，2022 年 2 月份同期为

260.0 万方（扣除春节所在周的异动影响）。从月度波动上看，

2022 年 Q2 后楼市活跃度下降后成交平稳；从整体走势上看，成

交持续位于下台阶后的新运行区间，表明楼市活跃度仍然较低。

从前期成交规模变化态势及政策基调看，我们认为未来成交仍会

延续目前态势，楼市成交新平衡区或仍会下降，高房价对实体经

济的影响已渐次显现。 

 

图 3：30 个大中城市房屋成交维持区间低位（日均/周，万平米）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2  食用农产品价格季节性回落，生产资料价格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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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显，季节性商品上涨加速；猪肉价格呈现出低位平稳延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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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整体水平具有标杆指示性作用的猪肉价格变化，因产业结构正

处集中整合期，市场结构的垄断竞争格局正在形成中，产业集中

化稳定格局还在变化中，因而未来猪肉价格仍将在 1-2 年内处于平

稳偏降的状态。相对于往年的环比波动幅度，当前消费品价格季

节性规律作用下的上涨速度要缓和得多，主要消费品种猪肉则处

周期性低迷阶段。 

据商务部监测，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全国食用农产

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环比，下同）下降 2.2%，生产资料市场价

格比前一周下降 0.1%；2 月 6 日至 12 日，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

格比前一周下降 2.1%，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下降 0.3%；2

月 13 日至 19 日，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0.1%，

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下降 0.5%。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看，我们预计消费品价格 2月份消费品价格

水平环比回落 0.3，略低于固有的消费物价季节性运行规律，当月

同比则为 1.5，受春节月份错位影响，有较大幅度回落。 

 

图 4：猪肉价格延续下降走稳（全国，元/公斤）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作为消费品价格篮子构成中权重最大的食品篮子，春节后价

格回落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据商务部市场运行监测系统显示，

春节后的首周，即 2 月第一周（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全国食用

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环比）下降 2.2%：粮油批发价格略有

波动，其中花生油、菜籽油、面粉分别上涨 0.4%、0.2%和 0.2%，

大米、豆油分别下降 0.4%和 0.1%。30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

5.95 元，下降 2.1%，其中西葫芦、黄瓜、韭菜分别下降 11.9%、

11.8%和 9.6%。6 种水果平均批发价格小幅下降，其中西瓜、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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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分别下降 2.8%、2.6%和 1.9%。肉类批发价格总体回落，其中猪

肉每公斤 21.67 元，下降 5.5%，牛肉、羊肉均下降 0.6%。禽产品

批发价格有所下降，其中鸡蛋、白条鸡分别下降 4.0%和 1.0%。水

产品平均批发价格小幅回落，其中草鱼、带鱼、鲫鱼分别下降

3.3%、3.1%和 2.9%。 

 

图 5：商务部食用品价格指数季节性波动（各类别/周环比，%）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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