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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管涛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是稳增长，政策如何发力，何为关键问题，备受

关注。 

 

扩内需是明年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年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为稳定经济增长作

出重要贡献，但当前外贸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 

目前市场对明年中国出口前景有两派观点。一派是，随着全球疫苗接

种普及，各国经济重新开放，明年中国可能出现出口订单流失、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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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下降（见图 1）。这将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另一

派是，因疫苗接种比率偏低或病毒变异导致免疫逃逸，明年大部分时间全

球疫情继续肆虐甚至跨年，中国出口表现可能继续超预期。 

 

在第一种情形下，明年稳增长需要及时启动内需，避免内外需紧缩“双

碰头”。在第二种情形下，全球经济重启受阻，将抑制中国出口增长空间。

同时，疫情防控常态化将继续抑制国内消费和投资恢复。即便明年中国出

口市场份额进一步上升，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但难抵内需收缩，整

体经济仍只能维持较低水平的均衡（见图 2）。由此可见，无论哪种情形，

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见图 3），都是稳定宏观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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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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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内需无非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首先来看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

一方面，疫情防控对线下消费、服务消费，尤其是接触性、聚集性消费等

场景有较大冲击（见图 4）。这种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未来还可能有疤痕

效应。另一方面，疫情叠加监管政策，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抑制居民消

费能力和意愿。今年虽已超额完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但尚未达到疫情

前水平，更没有将去年就业损失完全弥补回来（见图 5）。同时，疫情防控

还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见图 6）。这是当前鼓励消费政策效果不彰的重要

原因。居民储蓄意愿上升、消费倾向降低，在疫情过后仍有可能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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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扩大投资需求的空间。从现价看，投资恢复情况要好于消费，

但鉴于 PPI 累计涨幅远高于 CPI，从不变价看，投资对经济增长拖累更大

（见图 2）。扩投资的入手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今年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投资表现较好，但明年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前 11 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 16.6%，远高出同期固定

资产投资 3.9%可比增速，并高出 2019年同期增速 0.1个百分点。这反映

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未来仍有成长空间，但因为基数较小，短

期对投资拉动作用有限（见图 7）。同期，制造业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 4.7%，

高出 2019年同期增速 2.2个百分点，反映了出口增长强劲带来的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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