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扩大内需对冲外需下滑冲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摘要： 

 
 

2022 年 12 月 16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

公布，会议决定了 2023 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大方向。 

     

    2023 年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需下滑冲击； 

 

    以扩大国内需求对冲 2023 年外部冲击； 

 

    2023 年消费领域主要作用是稳； 

 

    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大背景下，需要通过

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和政策激励扩大内需； 

 

    扩内需大规模投资和政策激励的方向大概率

是新能源光风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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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 年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需下滑冲击 

 

美国经济已进入衰退期，欧美西方世界在 2023 年将出现衰退冲击，外部需

求正在大幅下滑。 

中国经济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已居于高位，经济总量的外部敞口同样处于历史

高位，外部冲击必然沿出口产业链传导至国内，再在国内产业链传导。 

2022 年 11 月，中国出口金额为 2955 亿美元，当月同比增速为下降 8.9%。

美国零售商在圣诞季后将由被动补库存转为主动去库存，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将持

续下滑，主动去库存的时间至少延续至 2023 年夏季。 

疫情防控快速优化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外需形势的剧烈的变化，需要提前作

好应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3 年任务第四部分指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

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
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

度。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

改革。要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

目落地建设。 

尽管外需快速下滑，但中国快速开放后，有利于降低外需下滑的冲击力，尽

可能保持市场份额。 

浙江组建了万人经贸团快速出海抢订单，说明了中国外贸企业在下行冲击下

保持市场份额的迫切性。 

会议要求，要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

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2023 年，出口领域抢订单的主要作用是盾，降低外需下降对国内经济增长

的不利影响。 

 

二、以扩大国内需求对冲 2023 年外部冲击 

 

外部冲击已近在眼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选择扩内需进行对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2023年任务第一部分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

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

服务等消费。 

2023 年扩大内需的重要一项是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对海外

经济体研究发现，疫情冲击对经济存在 3 至 6 个月的影响，消费实质性的恢复可

能在二季度后期。 

支持住房改善消费，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可以稳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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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市场，降低房地产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可以确保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竞争

力的持续增强。但在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增速会

出现下降。 

支持养老服务消费，符合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规律，养老服务存在巨大需

求，但老龄人群的支付能力存在瓶径，需要通过政府购买部分服务的方式进行解

决。 

2023年首先是恢复消费，然后才是扩大消费，消费领域主要作用是稳，难以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矛。 

 

三、通过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和政策激励扩大内需 

 

会议 2023 年任务第一部分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通过政府投资和

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

设施联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鼓励和

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

的支撑作用，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 

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大背下，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大规模投资创造新

的需求。 

经济学界对日本泡沫后的衰退进行了深度反思，发现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
衰退的大背景下，仅靠利率下行是无法走出衰退的，需要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

打破下行循环，从而走出衰退。 

通过对居民、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四大部门宏观负债率的分析，目前

国内只有中央政府部门具备大规模加杠杆的能力。 

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意味着 2023 年财政投入力度会
明显加大，中央政府部门即将展开大规模投资。 

会议要求，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意味着大规模政府投资会

通过专项债进行，政策激励会通过大规模贴息等工具进行，从而有效带动全社会

投资。 

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

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 

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

量发展合力。 

预计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由加力提效

的财政政策提供贴息，由精准有力的货币政策提供再贷款。 

举个例子，商业银行向目标领域企业提供利率 3.2%的贷款，央行提供全额

再贷款，由中央财政提供 2.5%的贴息，则企业实际利率为 0.7%。理论上 1000

亿财政贴息，可以带动 4 万亿规模的全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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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扩内需大规模投资和政策激励的方向大概率是新能源光风储 

 

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

有效需求，支持以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内需。 

产业政策方面，会议强调，要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

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会议 2023 年任务第二部分指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新能

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

广。 

上述 5 个领域基本上指明了 2023 年的主要投资方向，但人工智能、生物制

造、量子计算 3 个领域细分市场众多，各个细分市场存在技术进步的规律，难以

大规模复制。 

市场足够标准化，市场空间足够广阔，能够大规模复制的就是新能源和绿色

低碳这两个领域。叠加分析，2023 年大规模投资的方向大概率是光风储。 
中国光伏、风电的发电量仍远低于火电，对于火电的大规模替代既符合双碳

目标，又符合现实经济需要，更是政冶正确。 

中国光伏产业链在各项核心技术领域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硅料供需形

势已在四季度逆转，硅片、电池片、组件价格已全线下行，有利于业主方收益率

的提升，有利于光伏需求的大规模释放，硅料大规模上产能为光伏大规模装机打

下了原料保证。光伏 Topcon、HJT、IBC、钙钛矿等技术的持续进步支持光伏转换

效率的持续提升。 

钢材价格的下行为风电企业提供了原料保障，随着风机大型化，风电持续降

本，中国在风电领域主要环节已具有超强竞争力。 

随着钠电池的快速产业化，储能领域的原料瓶径已打开，储能产业快速降本，

核心竞争力持续领先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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