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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CPI 继续回落、逼近 0，引发通缩讨论增多，其中不乏误解、误读。针对相关问题，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一问：通缩大讨论？通缩是个伪命题，担忧大可不必 

物价是经济短周期波动的滞后指标，不能仅以物价回落来评判经济进入“通缩”。过往经验显示，经济的周期性波

动主要由需求驱动，物价跟随需求变化而变化，使得物价变化滞后经济 1-2 季度左右；经济复苏初期，需求才刚刚

开始修复，对价格的提振尚不明显，使得物价指标低位徘徊，例如，2015 年初、2017 年初 CPI 同比均在 1%以下。 

领先指标持续修复，显示经济处于复苏初期。以企业中长期资金来源刻画的有效社融增速，去年 9 月以来持续回升，

由去年 8月的 8.7%回升 2.8个百分点至今年 4月的 11.5%；按照有效社融变化领先经济 2个季度左右的经验规律，本

轮信用扩张会带动经济在 2023 年初见底回升，1 季度经济指标已有所体现。 

年初以来物价的回落，受基数、供给和外需等影响较大；伴随拖累减弱、需求修复，CPI、 PPI 或在年中前后开始

抬升。除去年基数较高外，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回落，及油、气价格回落等，对 CPI、PPI 的拖累显著，而线下活

动相关服务、衣着等价格逐步抬升。伴随拖累减弱、需求支撑增强，CPI 即将底部回升、PPI 在年中前后开始抬升。 

二问：资金空转加剧，政策托底无用？周期启动，渐入佳境 

经济复苏初期，资金存在一定空转较为常见。经验显示，资金空转多发生在经济回落、货币明显宽松阶段，部分资

金滞留在金融体系，使得 M2-M1“剪刀差”扩大，去年底以来也有类似特征；有所不同的是，当前资金多滞留在银行

体系、而不是非银金融机构，与居民理财回表、购房偏弱带来的居民与企业之间信用派生偏少等紧密相关。 

稳增长思路不同，使得信用派生驱动和表征不同过往，企业有效信用派生自去年 9 月以来持续改善，而房地产相关

融资拖累总体信用派生。传统周期下，信用扩张以房地产驱动为主，使得居民贷款增长明显快于企业；相较之下，

本轮信用修复主要靠企业融资扩张，有效社融从去年 9 月开始持续回升，而居民信贷一度拖累社融回落。 

本轮信用派生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同过往，有效信用派生对企业行为的支持已开始显现。去年 3 季度以来，资金加速

流向制造业，而房地产相关融资显著弱于以往，使得制造业投资表现显著强于房地产；伴随融资的持续改善，企业

资本开支在 1 季度有所扩大。但房地产“缺位”，压低了信用派生和经济增长的弹性。 

三问：中观数据已现“疲态”？疫情“后遗症”或被过度渲染 

高频指标报复性反弹后走弱，主要缘于场景恢复的“脉冲”；但疫后“疤痕效应”的存在，使得大家容易产生悲观

情绪。疫情政策调整，放大了“春节效应”带来的经济波动，部分高频指标报复性反弹后出现走弱的迹象。其中，

偏消费端的活动多在2月底之后走弱，偏生产端略晚一点，导致宏观数据屡超预期的同时，市场信心反其道而行之。 

内生动能的修复已然开始，消费动能或被低估，前半程靠居民出行和企业消费，后半程靠居民消费能力的恢复。出

行意愿的持续改善、企业经营活动正常化等，皆指向场景恢复带来的消费修复持续性和弹性不宜低估；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及稳增长相关行业招工需求在逐步修复，有助于推动收入与消费的正循环。 

地产链条的“积极”信号也在累积。地产大周期向下已是共识，地产链条修复会弱于传统周期；但小周期超调后的

修复出现一些“积极”信号。1）高能级城市地产供给增多、质量改善，利于需求释放、形成供需“正向循环”；2）

中西部地区棚改加码（可比口径增长近 60%）、中西部地区收入修复等，有利于稳定低能级城市需求。 

 

风险提示：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资金空转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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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CPI 继续回落、逼近 0，引发通缩讨论增多，其中不乏误解、误读。针对相关问
题，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一问：通缩大讨论？通缩是个伪命题，担忧大可不必 

物价是经济短周期波动的滞后指标，不能仅以物价回落来评判经济进入“通缩”。
过往经验显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由需求驱动，物价跟随需求变化而变化，使得物
价变化滞后经济 1-2 季度左右，仅以滞后指标来评判经济会“通缩”，从研究方法上可能
“本末倒置”。经济复苏初期，需求才刚刚开始修复，对价格的提振尚不明显，使得物价
指标低位徘徊，例如，2015 年初、2017 年初 CPI 同比均在 1%以下。 

图表 1：经济复苏初期，CPI均阶段性低位徘徊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领先指标持续修复，显示经济处于复苏初期。以企业中长期资金来源刻画的有效社
融增速，去年 9 月以来持续回升，由去年 8 月的 8.7%回升 2.8 个百分点至今年 4 月的
11.5%；按照有效社融变化领先经济 2 个季度左右的经验规律，本轮信用扩张会带动经济
在 2023 年初见底回升，1 季度经济指标已有所体现。信用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互动加强仍
在进行，对经济的支持效果会进一步显现。 

图表 2：信用修复领先经济 2个季度左右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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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物价的持续回落，受基数、供给和外需等影响较大；伴随拖累减弱、需求
修复，CPI、 PPI 或在年中前后开始抬升。除去年基数较高外，CPI 拖累主要来自食品和
非食品类的商品，而食品与鲜菜、猪肉等价格紧密相关、受供给扰动较大；非食品类商
品，一方面受能源价格回落的影响，另一方面缘于家电、汽车等耐用品价格回落，与相
关需求偏弱、原材料供给压力缓解等有关。经济修复在物价层面上已开始显现，线下活
动相关服务、衣着等价格逐步抬升。伴随拖累减弱、需求支撑增强，中性情景下，CPI
在 4 月见底、5 月开始逐步回升，PPI 在年中前后开始抬升。 

图表 3：猪肉等拖累CPI食品  图表 4：油气价格大幅回落对 CPI、PPI影响显著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5：伴随线下活动修复，服务价格逐步抬升  图表 6：中性情景下，CPI即将底部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问：资金空转加剧，政策托底无用？周期启动，渐入佳境 

 

经济复苏初期，资金存在一定空转较为常见。经验显示，资金空转多发生在经济回
落、货币明显宽松阶段，部分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使得 M2-M1“剪刀差”扩大，去年
底以来也有类似特征。有所不同的是，当前资金多滞留在银行体系、而不是非银金融机
构，使得货币派生与过往恰好相反，M2 明显抬升、非银存款增长放缓，与居民理财回表、
购房偏弱带来的居民与企业之间信用派生偏少等紧密相关（详情参见《资金“空转”加
剧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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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M2-M1扩大多对应经济偏弱阶段  图表 8：当前 M2-M1扩大阶段，非银存款增长放缓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9：M2-M1“剪刀差”扩大阶段，银行新增资金来源与运用结构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稳增长思路不同，使得信用派生驱动和表征不同过往，企业有效信用派生自去年 9
月以来持续改善，而房地产相关融资拖累总体信用派生。传统周期下，信用扩张以房地
产驱动为主，居民贷款增长明显快于企业，因而总体信用派生变化与居民信贷变化趋势
类似；相较之下，当前稳增长以加大产业引导、基建托底协同，使得本轮信用修复主要
靠企业融资扩张，有效社融从去年 9 月开始持续回升，而居民信贷一度拖累社融回落。 

图表 10：传统周期下，社融与居民信贷变化趋势相似  图表 11：去年 9月以来，有效社融增速持续抬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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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2014年9月-

2015年2月

2018年9月-

2019年2月

2021年1月-

2021年6月

2022年10月-

2023年3月
资金运用
(%)

2014年9月-

2015年2月

2018年9月-

2019年2月

2021年1月-

2021年6月

2022年10月-

2023年3月

住户存款 46.1 75.7 50.3 72.5 住户贷款 16.6 31.4 30.9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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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信用派生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同过往，有效信用派生对企业行为的支持已开始显
现。去年 3 季度以来，资金加速流向制造业，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在今年 1 季度增速高达
41.2%；而房地产融资显著弱于以往，1 季度房地产开发贷增速 5.9%、远低于总体贷款增
长。政策“加持”、资金支持下，制造业投资表现显著强于过往经济回落和复苏初期阶段，
上市公司数据显示，企业资本开支在 1 季度有所扩大；但房地产“缺位”，压低了信用派
生和经济增长的弹性。 

图表 12：年初以来，制造业、服务业等贷款增长较快  图表 13：去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显著强于房地产投资 

 

 

 
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伴随企业融资持续改善，资本开支有所扩大 

 
来源：Wind、国金金融、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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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中观数据已现“疲态”？疫情“后遗症”或被过度渲染 

 

高频指标报复性反弹后走弱，主要缘于场景恢复的“脉冲”；但疫后“疤痕效应”
的存在，使得大家容易产生悲观情绪。疫情政策调整，放大了“春节效应”带来的经济
波动，部分高频指标在报复性反弹之后出现走弱的迹象。其中，偏消费端的居民出行、
购房活动多在 2 月底之后出现走弱，偏生产端的钢材、水泥等指标 4 月开始走弱，导致
宏观数据屡超预期的同时，市场信心反其道而行之。经济复苏初期的宏微观背离，是符
合自然规律的，但服务和新兴产业对经济的“乘数效应”不如传统地产驱动，带来的微
观感受相对偏弱；且疫后“疤痕效应”的存在，导致大家容易对经济产生悲观情绪。 

图表 15：房地产销售在 2月底之后波动加大  图表 16：上游生产活动在春节后逐步恢复、近期走弱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疫后经济修复均存在一定“脉冲”反应  图表 18：不同于 2020年，当前消费和服务业修复较快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内生动能的修复已然开始，消费动能或被低估，前半程靠居民出行和企业消费，后
半程靠居民消费能力的恢复。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往往是经济修复的滞后变量，但当前
不同在于疫后场景对消费的抑制，使得本轮经济复苏，消费会更早的修复，尤其是受场
景抑制明显的居民出行和企业消费，均明显改善；出行意愿的持续改善、企业经营活动
加快正常化等，皆指向相关消费修复持续性和弹性不宜低估。伴随经济活动修复，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及稳增长相关行业招工需求在逐步修复，居民收入或逐步修
复、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有助于推动收入与消费的正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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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线下活动持续修复  图表 20：1季度社会集团消费修复拉动社零 

 

 

 

来源：CAPSE、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1：服务业从业人员改善或指向后续就业的修复  图表 22：中低收入地区居民收入修复较快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地产链条的“积极”信号也在累积。地产大周期向下已是共识，地产链条修复弱是本轮
经济修复有别于过往的重要特征；但小周期超调后的修复已出现一些“积极”信号。1）
高能级城市地产供给增多、质量改善，利于需求释放、形成供需“正向循环”；2）中西
部地区棚改加码（可比口径增长近 60%）、中西部地区收入修复等，有利于稳定低能级城
市需求（详情参见《地产的“积极”信号》）。 

图表 23：一线城市商品房库存偏低  图表 24：年初以来，高线城市新增供给均被销售消化 

 

 

 

来源：CREIS、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CREIS、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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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核心区域土地竞拍轮次明显高于非核心区域  图表 26：棚改规模居前的地区大多加大棚改计划 

 

 

 
来源：CREIS、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 通缩是个伪命题，不能仅以滞后的物价指标回落来评判经济进入“通缩”；领先指标
持续修复，显示经济处于复苏初期。伴随基数、供给等拖累减弱，及需求对价格的支撑
增强，CPI即将底部回升、PPI在年中前后开始抬升。 

2. 经济复苏初期，资金存在一定空转较为常见。稳增长思路等不同，导致本轮信用派生
的表征、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同；企业有效信用派生自去年 9 月以来持续改善，对经济的
支持开始显现，而房地产“缺位”压低了信用派生和经济增长的弹性。 

3. 高频指标报复性反弹后走弱，主要缘于场景恢复的“脉冲”。内生动能的修复已然开
始，消费动能的或被低估，前半程靠场景带动的居民出行和企业消费修复，后半程靠居
民消费力的恢复。此外，地产链条的“积极”信号也在累积。 

 

风险提示： 

1、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经济修复结构分化、资金错配、政策落地偏慢等，导
致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偏弱。 

2、资金空转加剧。金融创新活动，导致监管套利行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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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今年以来代表一线、强二线城市各区土地平均竞拍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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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套） 全国部分省份棚改计划目标

2022 2023 同比变动（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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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

反映撰写研究人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场实际情况不一致，国金证券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

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国金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

见不同或者相反。 

本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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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获取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

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

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该研究报告的人员。国金证券并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金证券的客

户。本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符合条件的收件人才能使用。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

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级）的投资者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

工具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判断。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受任何损失，国金证

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若国金证券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或个人为此发送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国金证券向发送本报告机构或个人的收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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