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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蔡昉 

 

受人口达峰和更深度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突、世

界经济滞胀等复杂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风险和近期

挑战明显增多，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从

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产业和供应链是有韧性的，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也是充盈的，决定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仍将延

续。从当前来看，我们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应对短期冲击，稳住经济大盘，

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复苏，保持实现预期目标所要求

的合理增长速度。为使宏观经济政策更有针对性和效力，应该把发力点前

移。本文从揭示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对政策靠前发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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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位置提出建议。 

从三维视角认识长期增长趋势 

经济增长有三个由“两分法”构成的维度，也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经济

形势的视角。第一是长期和短期之分，分别反映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增长

趋势和受周期波动影响的增长变化。第二是宏观和微观之分，分别展示经

济总体的状况和单个的生产经营主体及消费主体。第三是供给侧和需求侧

之分，分别表现为潜在增长能力和实现增长潜力的需求保障。相应地，从

“两分法”的对立统一着眼，在三个维度的相互组合中，观察和判断经济

形势，有利于我们得出可靠的结论和对症的政策建议。 

许多影响因素的长期趋势性变化，会改变经济增长的常态。当前我国

面对的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期而至的人口转折点。2021 年，我国人口自然

增长率下降到 0.34‰，预计 2022 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65 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提高到 14.2%，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老龄社会”标准。这个人

口转折点的到来大大超前于此前的预测。固然，人口增长减速和老龄化加

深是延续多年的趋势，所带来的供给侧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在我们的

预料之中。即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投资回报率下降

和生产率增长减速，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然而，对人口最新挑战

的性质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崭新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既要依靠要素投入和配置这个供给侧源泉，也要靠消费、投

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从需求侧予以保驾护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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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投资和出口因素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转变发展方式的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然而，人口变化从三个

方面产生抑制消费的效应，妨碍这个拉动力的提高。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

人口同时也是消费者，一旦人口达峰进而转入负增长，消费增长将受到极

大的抑制。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年人受收入和保障的限制，通常具有

较低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更深度的老龄化必然带来更严重的消费

需求制约。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

的消费倾向高，因而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消费扩大。因此，从人口变化

趋势及其效应看，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这

是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就业、收入和消费的短期冲击 

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和不确定性的影响，2022 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

显现进一步的下行趋势，劳动力市场也受到冲击。除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数

字之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一是持续的周期性失

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很长时间都稳定在 5%左右这个事实，说明这个水平大

体为自然失业率，主要由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然而，2020 年以来多

数时间的失业率均超过 5%，超过的部分即为周期性失业。二是经济进入下

行区间。根据“萨姆法则”，即如果最近 3 个月失业率的平滑水平，比此

前 12 个月中任一水平高出 0.5 个百分点，就标志着经济处于下行区间。

2022 年 2 月份之后，失业率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基准。三是农民工就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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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2022 年 2 月份以来，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已经高于平均水平，加上

很多农民工返乡或者无法外出，显示出他们面临的就业困难愈加严重。四

是青年失业率高企。2022 年新年伊始，16—24 岁人口的失业率即达到过

去两年毕业季（7—9 月份）的峰值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就业不足和就业困难，不可避免地影响城乡

居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具有连续的特点，2020 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不利因素已经得到累积。在居民收入受到冲击的情

况下，收入预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一方面，消费行为受到收入减少的直

接影响，甚至会伤害部分群体的基本民生；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还受到收

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强的间接影响，消费以及社会总需求受到的这种抑制，

将妨碍宏观经济的企稳复苏。 

劳动力市场也好，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也好，反映的还是经济

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观察导致上述特征的微观经济基础。

认识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以及遭受

冲击时发生的分化现象。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观察。从作为

生产经营者的市场主体来看，目前我国约有市场主体 1.5 亿余个，其中个

体工商户 1.03 亿个。从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人口来看，目前我国有 14.1

亿人口，4.9 亿多个家庭；在全部人口中，34.9%属于人户分离，26.6%为

流动人口。在全部 7.8 亿劳动力中，就业人口 7.5 亿，其中非农产业占比

76.4%，城镇就业占比 61.6%。在城镇就业中，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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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