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魁：2023年设定“双 5”

增长目标，牢牢抓住“两个确

保”促进经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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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 50人论坛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 50人论坛举办“2023 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促

增长措施”专题研讨会，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预测 2023年经济增长形势，

谋划促增长举措，邀请在宏观经济领域具有研究专长和深厚造诣的专家学

者进行专题研讨，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

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发言。 

张文魁认为，在设定 2023 年经济增长目标时，建议强调两个“5”，

即未来 5年维持 5%以上的增速。张文魁指出，2022年我国经济出现失衡，

需求端消费增长缓慢，叠加生产端服务业恢复较差，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2023年要实现 5%的增速，必须牢牢抓住“两个确保”：一是确保人

民群众正常出行；二是小微企业正常经营，促进接触性消费恢复，拉动居

民消费回升。张文魁建议，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改革开放，配合出台实

际性措施，恢复市场信心。此外，张文魁在其最新著作《稳增长：中国经

济基本盘》一书中也提出，为稳定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我国需要制定企业

发展基本政策，不但应该鼓励公平竞争，而且应该鼓励继续深化国企改革，

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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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设定“双 5”经济增长目标 

设定下一步经济增长目标，我在这里要强调“双 5”，即从 2023 年

开始，5%的增速，保持 5年。 

为什么要设定“双 5”？一些学者分析认为，我国潜在增速很可能两

三年后就滑到 5%以下。但对潜在增速的测算其实不同学者之间的差异还不

小，我也作了一些分析，认为未来 5 年的潜在增速可以保持在 5%以上，

当然关键因素是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能否推进，放松管制、公平竞争

能否推进。这两个“推进”对我国潜在增速的影响也很大。我国民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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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就是看我们的制度和政策能不能把这种潜力释放

出来。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新冠疫情前的 2018、2019年，政策环境其实是

压制性的，但即使在压制性的环境中，我国依旧能够实现 6.1%、甚至 6.5%

以上的增长，也可以推测出我国实际潜在增速在 5.5%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未来五年 5%以上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实现的。有可能就是有

这个潜力，有必要就是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不仅针对年度目标，也是针对未来五年。也就

是说，未来五年保持“量”的合理增长非常重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2035 年人均 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还只是一种展望；但二

十大报告将其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所以是必须要实现的。而如果未来五年

不能保持 5%以上的增速，到 2035年仅剩下几年时间，便很难实现这一目

标。因此，未来 5年维持 5%以上的增速十分必要。 

二、今年经济增长存在四个失衡 

要做到“双 5”，首先明年务必要完成 5%以上的增速目标。明年是二

十大之后的第一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但如果明年疫情管控仍无法摆脱

层层加码的问题，这一目标可能也很难实现。 

2022年经济增长不但明显低于潜在速度，而且失衡十分严重。预计今

年增速只有 3%，远远低于年初设定 5.5%的预期目标。而增长失衡问题，

这里需要重点分析一下。首先就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严重失衡。9 月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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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很高，达到了 6.3%的水平，甚至高于疫情之前。但服务业表现却非常

低迷，与工业表现差距甚远。二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严重失衡。过去两三年，

制造业大企业 PMI 基本在 50%以上，但小企业 PMI 却基本在 50%以下，

甚至低至 48%，PMI是环比概念，如果每月都低于 50%，说明小企业是一

直在萎缩，问题非常严重。三是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消费表现很差，但

投资得益于基建拉动，表现较好。四是国有和民营投资严重失衡，国有企

业投资增速高达 10%以上，而民营企业投资增速只有 1%~2%，差距非常

大。上述几方面的经济失衡，导致今年我国增速非常低迷。 

分析来看，症结主要在需求端的消费和生产端的服务业，也就是需求

端消费增长缓慢，生产端服务业恢复较差，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这

两个拖累，当然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疫情管控措施，但也有长期未解决的

结构性难题在作祟。 

三、明年经济工作要牢牢抓住两个“确保” 

明年乃至后年，经济政策应牢牢抓住两个重点：需求端的消费和生产

端的服务业。 

虽然疫情导致多数居民收入下降，对消费开支有所拖累，但从数据上

看，今年居民储蓄多增不少，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居民仍有消费开支能力，

只是因为接触式消费受到了很大制约而无法实现消费。消费无法完全在线

上进行，很多消费、特别是服务业的消费支出，必须要通过接触的方式进

行。因此今年消费低迷，很大程度上与疫情管制措施有关。明年如果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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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9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