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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2022 年一季度经济数据点评   

5.5%增长保卫战：老故事和新变化  2022 年 4 月 18 日 

[Table_Summary] 

2022 年 4 月 18 日，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 4.8%。 

 一季度 4.8%的 GDP 增速强于微观感受。 

一季度 GDP 同比 4.8%，高于去年四季度 GDP 增速（4%）。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面临了内外扰动，海外俄乌冲突升级，国内本土疫情局部扩散。

在此基础上一季度 GDP 增速录得 4.8%，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整体表现超出市场预

期，也强于微观感受。毕竟 3 月大家普遍忧虑疫情对国内经济影响。 

 一季度经济背后的老故事，“海水火焰”各一半。 

从去年 11 月开始，中国经济就呈现出典型的分化。向好的是基建和制造业，持续疲

软的是地产和消费，再加出口表现平淡，韧性维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背后的老

故事没有变化。 

一季度基建增速 10.5%，超预期放量的是电力投资（19.3%），符合年初国家基建重

点项目投资导向。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和生产都不弱，底层逻辑也还是在于出口高景

气外加中下游供给约束放开。 

2 月以后一城一策地产政策放开，然而地产未见显著修复。尤其三线地产，量价仍

弱。开年看似有改善苗头的消费，3 月数据再度打回低位。一季度社零同比 3.3%，

较去年四季度 3.5%进一步走弱。 

 一季度经济背后的新变化，疫情影响正在逐步扩散。 

3 月经济数据较 1 至 2 月回落，最大的影响变量还是疫情。对比以往几轮本土疫情，

本轮疫情影响显著不同。最大差异在于，本轮疫情集中爆发在长三角地区，不仅影

响消费（尤其是线下餐饮等服务消费），还深度冲击供应链和工业生产体系。 

如果说过去几轮疫情影响停留在消费和投资，那么本轮疫情影响已经扩散至对外出

口；如果说过去几轮疫情影响停留在需求，那么本轮疫情影响已经扩散至工业生产。 

最能体现本轮疫情影响特殊性的是 3 月汽车链表现。3 月疫情在吉林、上海等重要

汽车产地升温，汽车消费增速从 1-2 月的 3.9%下滑至 3 月的-7.5%；汽车行业工增

同比从 1-2 月的 7.2%下滑至 3 月的-1%。 

目前疫情对经济影响逐步向工业生产和出口蔓延，我们预计 4 月经济弱于 3 月，也

显著弱于一季度。 

 5.5%增长保卫战，怎样实现？ 

短期内疫情是当下影响经济的最大变量。现在已经看到实效的是宽财政政策效果，

毕竟一季度基建实质性放量。地产政策虽然在一季度有序放开，然而我们承认效果

有限，地产修复通道仍未打开。 

如果疫情及防疫政策超预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能否有更多政策保证年初

5.5%GDP 增速目标？ 

中国抗疫已近三年，我们梳理过往抗疫经济政策，发现有效的政策无外乎两个，财

政和地产。遗憾的是，除去地产和财政之外，我们并未见到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对

冲工具。未来稳增长，有效抓手还是在于基建、地产，还有就是宽货币来稳定企业现

金流。 

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约束是疫情对供应链带来冲击，并且这一冲击威胁到出口动能

持续性以及工业生产的稳定性。 

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重心向保供有所倾斜，重点修复供应链稳定。 

 风险提示：经济走势超预期；疫情发展超预期；地缘政治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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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一季度 GDP、固投、工增、社零增速

分别录得 4.8%、 9.3%、6.5%、3.3%，相较去年四季度分别变动 0.8、9.3、2.7、-0.2 个百分

点。 

 

1 一季度 4.8% GDP 强于微观感受 

直接看 GDP 同比读数，一季度经济增长似乎强于我们的微观体感。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

4.8%，高于去年四季度的 4%。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面临了内外扰动，海外俄乌冲突升级，国内本土疫情局部扩散。在此基

础上一季度 GDP 增速录得 4.8%，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整体表现超出市场预期。 

我们判断增长动力，主要看内需和外需。一季度出口同比较去年四季度略有走弱，但外需动

能整体维持一定韧性。排除法角度，一季度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落在内需。 

进口可以用来观察国内需求强弱。3 月进口同比-0.1%，是 2020 年 Q3 以来首次为负数。

三月极弱的进口数据拖累今年一季度整体进口表现，一季度进口累计同比 9.6%，大幅低于去年

全年（30.1%）。一季度进口表现，尤其是 3 月进口表现，符合我们微观感知。近期经济增长压

力较大，主要是突如其来的奥密克戎疫情所致。从这一点看，一季度 4.8%的 GDP 增速强于微

观体感。 

图 1：GDP 增速与进口增速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 

 

2 基建和制造业支撑一季度经济增长 

基建投资成为一季度不可忽视的经济支撑力。 

去年四季度基建投资-2.9%，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 10.5%。简单匡算一季度基建放量对一季

度经济增长贡献超过 1 个百分点。 

我们在去年鲜明判断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将超 10%，原因是一季度基建项目资金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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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储备充裕。年初财政预算数据、专项债发行节奏以及中长期贷款，多重置信度较高的宏观指

标均印证年初基建将迎来一个高增速。 

稍微超越我们预期的是 3 月基建投资。我们原以为疫情将影响基建项目投资强度，尤其东部

地区基建项目开工下降，毕竟本轮疫情及防控措施力度较严。然而 3 月基建增速显著高于 1 至

2 月，并将一季度整体基建带向 10.5%的高增长。 

高频数据捕捉公路等基建投资 3 月的确受到疫情影响，然而 3 月真正带动基建投资的主要

是电力投资。电力投资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本轮疫情主要扩散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 3 月电

力投资受疫情影响小，最终一季度电力投资报出了极高增长，同比录得 19.3%。 

图 2：基建投资及电力分项基建投资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 

 

一季度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分项来自于制造业投资和生产。 

除了基建，一季度同样表现亮眼的是制造业投资。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 15.6%，其中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约 26.3%，贡献 9 成以上的制造业投资增量。 

制造业改善的背景无外乎两个。一是出口动能仍在，制造业生产景气度未被破坏；另一层原

因是制约制造业生产的供给约束，在去年四季度以及今年一季度有显著改善。 

我们知道，去年二季度以来汽车缺芯以及拉闸限电影响制造业生产能力的释放。正因如此，

去年年中制造业投资以及工业增加值同比均有不同程度走弱。而自供给约束放开之后，去年四季

度和今年一季度制造业生产和投资随之修复。 

虽然一季度俄乌冲突，上游通胀仍处于较高位置，但是海外地缘冲突主要抬升能源及高耗能

金属价格，中国下游制造业对此敏感度不高。国内建筑材料、黑色金属等上游大宗价格，真正影

响国内中下游投资，这些上游大宗价格上涨有限。因而最终我们看到制造业生产和投资在一季度

有所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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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事件点评 

 

图 3：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支撑一季度经济基本面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 

 

3 三月疫情对经济形成显著负向拖累 

老生常谈，一季度拖累经济的分项还是来自消费和地产。 

消费偏弱仍与 3 月疫情相关，毕竟疫情对消费影响最为直接。一季度社零累计同比 3.3%，

明显低于去年（复合同比 3.9%）。 

一季度地产疲软的原因无需赘述，相当部分还是在于政策效果有限。还有部分原因在于 3 月

疫情冲击。 

3 月一线城市成交量下降，显然与 3 月深圳、上海疫情扩散有关。二三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和

价格未有实质性修复，甚至三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仍在扩大。这意味着年初以来的一城一策地产

宽松仍然没有真正打开地产修复通道，一季度地产链延续颓势。 

3 月奥密克戎疫情开始在深圳和上海等重要的东部沿海经济省市扩散开来。这一轮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不同以往几轮本土疫情。最大的差异在于，本轮疫情集中爆发在长三角地区，不仅影响

消费（尤其是线下餐饮等服务消费），更重要的是影响生产链。 

3 月汽车下降，联动拖累居民消费和生产投资，这是 3 月经济数据最大的边际变化，也是本

轮疫情影响超乎预期所在。汽车是居民限额以上消费中占比最大的项目（近 3 成），而在生产方

面，汽车制造业占据工业生产的 5%，不仅如此，汽车生产还联动影响上游钢材、塑料、有色金

属等行业生产。 

去年四季度以来，汽车缺芯有所缓解，制约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利空逐步消退。今年 1-2

月份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幅增长，是年初经济的重要贡献分项。然而 3 月疫情在吉林、上海等重要

汽车产地升温，汽车消费增速从 1-2 月的 3.9%下滑至 3 月的-7.5%；汽车行业工增同比从 1-2

月的 7.2%下滑至 3 月的-1%。可以说汽车链供需下滑，是本轮疫情冲击 3 月经济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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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事件点评 

 

图 4：疫情升温后汽车产销两端走弱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 

 

4 今年 5.5%GDP 增速靠什么？ 

一季度 GDP 增速 4.8%，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设定的全年 5.5%的增速目标。稳增长如

何演绎？ 

从经济动能来看，过去两年主要是出口，今年政府着重强调稳增长和内需。如果暂且不考虑

出口动能大幅变化，我们认为今年经济增长能否如期实现 5.5%，就看两个关键变量，疫情及防

控措施，以及稳增长政策力度。 

先看疫情，警惕本轮疫情对供给层面带来的扰动。 

本轮疫情对经济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压制需求，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冲击本土供应链，生产受

挫，国内或面临微滞胀局面。高频数据显示，本轮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甚至要比 2021 年三季度

双控引发的工增骤降更为严重。 

主要原因在于，除了防控导致需求下滑外，本轮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涉及到物流方面的阻隔，

产业链上下游顺产成本加大。尽管四月后疫情缓解，全国层面整体的市内运输情况正在逐步恢复，

但是城市之间的物流运输却不断下滑，影响正常的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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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百城拥堵延时指数清明节后逐步恢复  图 6：整车货运指数走低反映城市间物流阻隔加深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再看稳增长，大概率是稳地产加有序扩基建。 

我们梳理过往两年多中国抗疫政策，真正有效的还是财政和地产。根据我们的测算，若任由

地产“自由落体”下滑，全年真实的地产投资增速或在-20%~-10%。这种极端的地产投资将深

刻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届时将不会是简单的 GDP 增速下降几个点，地产失速下滑会冲击财政、

就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或将成为今年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倾向于认为，今年最优的政策组合为稳地产加适当扩基建。所谓稳地产，是引导地产走

出风险区，结束无序下滑。而适当扩基建是指全年基建投资增速维持在 6%~10%，目的在于抵

补地产增速下行所引发的建筑业需求收缩。 

后续稳增长政策主线不变，短期内更加注重工业生产保供问题。 

本轮疫情及防疫政策不仅对消费等终端需求造成影响，亦或是扰动供应链体系。遗憾的是，

面对供需两端冲击，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政策对冲。过往三年，中国真正能够有效对冲需求下滑的

只有两个实质性操作，地产和基建。未来稳增长，有效抓手还是在于基建和地产，还有就是宽货

币来稳定企业现金流。 

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约束是疫情对供应链带来冲击，故而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重

心将向修复供应链、保证工业生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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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去年 Q4 以来基建投资对冲房地产投资  

 

资料来源：Wind, 民生证券研究院 

 

5 风险提示 

经济走势超预期：经济大幅度变动。 

疫情发展超预期：新增确诊人数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海外地缘政治超预期：海外冲突加剧，影响上游大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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