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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许宪春 

我主要利用统计指标、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从生产角度、需求角度、

收入角度和价值角度四个方面概括当前经济运行的若干特点。 

 

生产角度 

从生产角度看，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速低。2022年前三季度 GDP同

比增长 3%，其中一二三季度分别增长了 4.8%、0.4%、3.9%。受上海、

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疫情的影响，二季度增速很低。2020 年一季度 GDP

增长-6.9%，是 1992 年中国建立季度 GDP 核算以来的最低点。2022 年

二季度增长 0.4%是第二个低点。今年基本上大局已定，年度 GDP增速可

能仅高于 2020年的 2.2%，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低点，第三个低点

是 1990 年的 3.9%。今年三季度 GDP增速比二季度明显回升，但是仍然

明显低于正常增长水平，经济增长的压力比较大。 

第二个特点是第二产业相对表现较好，对 GDP增速起到带动作用，尤

其是今年第三季度第二产业增速明显回升，是经济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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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三个季度累计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增加 3.9%，在三次产业中表现最

好，对 GDP 增速起到带动作用。分季度看，三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5.2%，增速比二季度回升 4.3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其

中表现比较好的是建筑业，对第二产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另外，工业

三季度增长 4.6%，同样比二季度明显回升，而且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

占 70%左右，所以工业增速的明显回升带动了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明显回升。 

第三个特点是房地产业、线下接触型服务业表现低迷。这导致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速较低，对经济增速形成明显的下拉作用。2022年前三季度第

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其中二季度下降 0.4%。 

分行业看，房地产业一到三季度的增加值始终保持负增长，三季度为

-4.2%，在所有行业中增加值增速最低。受疫情反复的影响，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等接触型服务业面临需求不足，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影响，整

体增速偏低，均低于第三产业的增速。 

需求角度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正在恢复，但拉动作

用仍然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平。2022年前三季度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是 41.3%，其中三季度是 52.4%，在恢复中。但是，疫情前 2010-2019

年十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58.9%。目前，消费需求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低于疫情前十年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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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户调查提供的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名义增长 3.5%，实际增长 1.5%，分别比 2019 年同期低 4.8 和 4.2 个百

分点。从这个角度看，仍然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2022年前三季度投资需求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是 26.7%，其中第三季度贡献率是 20.2%，明显低于疫情前

2010-2019年平均 40%左右的贡献率。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三大领域投资

比较受关注：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这三大领域投资占整个投

资的 70%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走势。 

这三大领域投资中，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起到主要拉动作用。2022 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1%，1-11

月份增长 9.3%，增速有所回落，但是在三大领域中增速最高。房地产开发

投资持续下降，拖累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下降 8%，1-11月份下降 9.8%，降幅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

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起重要的拉动作用，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8.6%，

1-11月份增长 8.9%，增速在上升。 

从投资主体看，国有控股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民间投资增速在持续回

落，两者的增速差呈扩大趋势。2022 年前三季度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

10.6%，1-11月份增长 10.2%，保持了较快增长。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长

2%，1-11 月份增长 1.1%，增速逐渐回落。两者增速差上半年为 5.7%，

1-11月份是 9.1%，呈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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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前三季度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32%，其中三季

度是 27.4%，明显高于疫情前 2010-2019年十年的平均水平。 

收入角度 

从收入角度主要看三大经济主体，即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表现。

2022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比上半年有所回升，但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

平。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5.3%，实际增长

3.2%，比 2019 年同期低 3.5 和 2.9 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明显低于疫

情前的水平，所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前三季度全国居民可支配

收入平均数名义增速与中位数的名义增速相差 0.2 个点，差值与上半年持

平，这说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改善。2020年以来，全国居民可支

配收入平均数的名义增速始终高于中位数的名义增速，这表明低收入群体

的增速偏低，对消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回落。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下降 2.3%，1-10月份下降 3%，降幅扩大。7月份以来受企业成

本水平较高、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压

力较大。工业企业的利润结构分化有所改善。上半年受原油、煤炭价格同

比涨幅较高等因素影响，上游原材料行业利润增速较快，中下游制造业相

关行业成本压力较大，上下游企业利润分化问题突出。2022年三季度以来

工业企业利润上下游结构分化问题得到改善，上游部分行业利润增速在回

落，下游部分行业利润增速在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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