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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中國大陸第一季及後續經濟情勢概況
分析 

國立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稿 

 

 中共 2022 年經濟工作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宏觀

經濟調控政策。第 1季經濟同比增長 4.8%，較 2021年第 4季回升 0.8%，

但終端消費、工業投資增速收縮，恐缺乏增長動能。 

 全球經濟復甦階段面臨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俄烏戰爭及中國大陸嚴格疫

情防控措施，IMF 及國際金融機構已將 2022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調降

0.4-0.8%，中共企以政策穩定經濟、暢通產業，惟其實際成效仍待觀察。 

 

（一）前言 

2020 年年初以來疫情爆發對世界經濟造成鉅大的衝擊，使世界經濟面臨

1930 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衰退，消費停滯、產業供應鏈斷鏈，使自 2010 年

以來因社會經濟變遷、投資經營環境惡化，而逐漸下行的中國大陸經濟面臨

沈重的壓力。為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2020 至 2021 年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

策基本上是採取財政激勵和寬鬆貨幣政策的基調，亦即增加流動性投放、增

加貸款、減稅降費、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和經營成本等措施。兩年來宏觀

調控政策的執行確實獲得初步成效，惟新冠疫情病毒仍在全球蔓延，而上海、

北京的封控措施，俄烏戰爭的爆發等內外在經濟形勢，確實存在諸多不確定

性，以致今（2022）年 3月中共「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所揭示的宏觀調

控和經貿政策，仍延續過去 2 年「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並要求做好

「六穩」、「六保」工作，持續改善民生、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然而，

今年第 1季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率為 4.8%，雖高於去（2021）年第 4季的 4.0%，

卻低於全年預期 5.5%的增長率，顯現出大陸經濟的正常運行，仍潛藏難以預

知的不確定因素，其後續走勢有待觀察。 

 

（二）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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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一直是近年中

共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2021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工作仍然是在穩中求進

工作總基調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鞏固拓展疫情

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要求紮實做好「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

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

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務，努力保持經濟運行

在合理區間。在宏觀調控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強調減稅降費，扶持小微型

企業的發展，重點仍是加大對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的支持力度；穩健的

貨幣政策則強調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處理好恢復經濟與防

範風險的關係；進一步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題，務必做到小微企業融資更便

宜、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序（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2021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21年 3月 13日，版 1、3-4）。 

2020 年中國大陸逐季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6.8%、3.2%、4.9%和 6.5%，

全年經濟增長率達 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在全

球經濟萎靡的形勢下中國大陸首先呈現經濟的復甦，實屬不易。根據中共統

計資料顯示，2021 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同比增長 8.1%（見表 1），季度增長

由 18.3%、7.9%、4.9%，回落至第 4季的 4.0%（中共國家統計局，「2021年國民

經濟持續恢復，發展預期目標較好完成」，2022 年 1 月 17 日）。8.1%的經濟增長率

雖高於預期目標的 6%，但兩年平均分別增長 4.9%、5.5%、4.9%、5.2%。在

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

淨出口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5.3、1.1、1.7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

為 65.4%、13.7%、20.9%（「國家統計局局長就 2021 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

問」，2022年 1月 17日）。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逐季下滑，這固然有基數效應減

退的因素，但主要是疫情的發展、國際環境以及中國大陸內部戰略轉換和結

構調整均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以致消費和投資均出現增速收縮的現象，而金

融領域亦存在風險（劉元春，「〝陣痛期〞叠加，宏觀調控要有新思路」，財經（北

京），2021年第 24期（總第 627期），頁 32-34）。總體而言，中國大陸正面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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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增長下行、失業潮、債務危機、洪澇泛濫、供應鏈斷裂及糧荒問題等嚴峻

危機，再加上美國對中國大陸在經貿和科技領域的打壓，使中國大陸的社會

經濟發展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三）2022年中共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和政策 

2022年 3月中共「兩會」期間，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

今（2022）年仍在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

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政策，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持續改善

民生，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

定，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2022年 3月 5日在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 3月 14日，版

3-4）。至於社會經濟發展主要預期任務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 3%左右；城鎮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 5.5%以內；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

步；糧食產量保持在 1.3 萬億斤以上（見表 2）。顯然維持穩健的經濟、社會

穩定是近期中共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2022）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九大工作任務即：

1.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2.著力穩市場主體保

就業、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3.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

發展內生動力。4.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5.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6.大力抓好農業

生產，促進鄉村全面振興。7.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外貿外資平穩發

展。8.持續改善生態環境，推動綠色低碳發展。9.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

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這些工作任務有宏觀調控政策長期關注的強化就業、激

發實體經濟、擴大內需、推進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而推動綠色發展和創

新驅動將是中共中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工作。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都有其延續性，中國大陸亦然。為緩

解內外在形勢對中國大陸經濟所帶來的壓力，2020 年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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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為 2021 年提出八項重點任務，便是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

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強化防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

出問題、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為八項重

點任務之首，便是要求科技自立自強，其中還明確指出，「要解決國家發展

和安全重大難題」，「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要加強國際科

技交流合作」；同時，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企業的制裁，使中共高度警

惕產業供應鏈被圍堵，會議便將「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列為第

二項重點任務。 

 

（四）第 1季中國大陸經濟運行情況和特點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今（2022）年第 1季中國大陸國內生產

總值（GDP）同比增長 4.8%，較去（2021）年第 4季 4.0%的低點回升 0.8個百

分點，略高於原市場預期的 4.2%，距 5.5%左右年度增長目標仍有較大差

距。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分別增長 6.5%、9.3%和 3.3%（見表 3）。 

「總體平穩」的經濟數據下，卻也無法掩飾在疫情下中國大陸工業和投

資增速雙雙放緩的事實。今（2022）年 3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較前兩個月累計增速回落 2.5 個百分點。1-3 月全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

資累計同比增長 9.3%，較 1-2月回落 2.9個百分點，其中，基建投資在穩增

長政策拉動下增速上升 0.4 個百分點至 8.5%，製造業累計增速下降 5.3 個百

分點至 15.6%，房地產投資下降 3個百分點至 0.7%，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

降 17.7%，降幅較 1-2月擴大 8.1個百分點。 

疫情下消費自然受到嚴重的衝擊。今（2022）年 1-3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累計同比增長 3.3%，較前 2個月回落 3.4個百分點；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較去（2021）年同期減少 3.5%，為 2020年 8月以來首次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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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出口貿易方面，2022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進出口總值增長 10.7%，其

中出口值增長 13.4%，進口值增長 7.5%（見表 3），在外貿上已連續 7個季度

保持同比增長。 

從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需求的貢獻率來看，今（2022）年第 1季，最終消費

支出拉動 GDP增長 3.3個百分點，貢獻率為 69.4%；資本形成總額拉動 GDP

增長 1.3 個百分點，貢獻率為 26.9%；貨物和服務淨出口拉動 GDP 增長 0.2

個分點，貢獻率為 3.7%。 

在物價方面，今（2022）年第 1季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

上漲 1.1%。其中，城市上漲 1.2%，農村上漲 0.7%（見表 3）。3月份中國大

陸 CPI同比上漲 1.5%，漲幅比 2月擴大 0.6個百分點。CPI温和上漲主要特

點，一是食品價格同比降幅收窄，二是工業消費品價格漲幅有所擴大，三是

服務價格漲幅略有回落（中共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 2022 年一季

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間」，2022年 4月 18日）。 

為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穩就業」和「保居民就業」列於「六穩」、

「六保」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今（2022）年第 1季全中國大陸城鎮調查失業

率平均為 5.5%，其中，3月單月城鎮調查失業率較 2月上升 0.3個百分點，

達 5.8%，是 2020年 5月後最高；31個大城市 3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6%，

是有此項數據以來最高。從就業需求看，今年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

力近 1,600 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 1,076 萬，兩者均為近年新高（明報，2022

年 4月 20，版 B1）。由於受疫情的影響，不少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面臨經營困難，

招聘放緩，甚至裁員，而原本吸納就業較多的房地產、教育培訓、互聯網及

服務行業招聘需求明顯下滑，因此就業問題面臨沈重的壓力。 

（五）防控疫情和經濟復甦將影響大陸經濟走勢 

2020年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的爆發，對世界經濟造成鉅大的衝擊，而 2021

年世界經濟逐步恢復正常運行，惟經濟上需求與生產的復原存在相當落差，

導致原物料生產和運銷不順，引發了物資價格上漲，以致世界經濟面臨停滯

膨脹（stagflation）的壓力，再加上今（2022）年俄烏戰爭的爆發，中國大陸上

海開始在各地引發的疫情的發展，以及中共防控政策的影響，更推進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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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價格上漲，以及產業鏈斷鏈的危機，使世人期盼經濟恢復正常運行蒙上

了層層的烏雲。 

今年 3 月以來中國大陸疫情反彈、防控收緊，對一些接觸性行業，特別

是服務業造成相當的衝擊。居民的批零住餐、交運運輸、文化旅遊等接觸性、

聚集性消費有所減少，對相關行業造成一定影響。一些疫情嚴峻地區，企業

甚至出現停產減產，交通物流受到影響，也制約工業生產，進而導致產業鏈

穩定的不確定因素增加，特別是上海疫情無可避免影響汽車、生物醫藥、積

體電路等行業，再加上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將使處於低迷的世界經濟雪上

加霜。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公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預期今（2022）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降低 0.8 個百分點至 3.6%，明（2023）年全球經濟展望

亦調低 0.2個百分點至 3.6%，主要是因為俄烏戰爭，以及各國對俄羅斯的制

裁所致。對中國大陸而言，除上述國際因素外，中共對疫情的防控亦產生相

當的影響。IMF預期今（2022）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為 4.4%，低於官方 5.5%

的增長目標，亦較 IMF上次在今（2022）年 1月時的預測調低 0.4個百分點，

明（2023）年經濟增長預期為 5.1%，下調 0.1個百分點（明報，2022年 4月 20日，

版 B1）。此外，瑞銀因中國大陸經濟下行壓力加劇，將中國大陸今（2022）年

經濟增長率由 5%調低至 4.2%；美國銀行亦將中國大陸 GDP 增幅預測降至

4.2%，預料最悲觀情景僅增長 3.5%（信報，2022年 4月 20日，版 A6）。 

為緩解內外在環境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持續下行的壓力，中共採取一連

串的政策措施多管齊下推動復工復產、全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運轉順暢，並

以降準、減稅及多種措施全力穩經濟、增動能，以期能確保中國大陸經濟保

持恢復發展態勢，主要為： 

第一，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於 4 月 25 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25

個百分點，此外，加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支持力度。 

第二，為保障物流暢通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國務院部署包括足量發

放使用全中國大陸統一通行證，建立健全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機制，全力保障

運輸通道暢通，保障居民生活必須品供應等 10項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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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工信部提出重點產業供應鏈「白名單」制度，建立汽車、積體電

路、消費電子、裝備製造、農用物資、食品、醫藥等重點產業龍頭企業調度

機制，發揮產業鏈供應鏈暢通協調平臺，加強前後方協調、上下游銜接。 

第四，中國人民銀行和外滙管理局從支持受困主體紓困、暢通國民經濟

迴圈，促進外貿出口發展三方面，提出加強金融服務、支援實體經濟的 23

條政策舉措，要求加大對受疫情影響行業、企業、人群等金融支持。 

這一系列扶持經濟和產業暢通的舉措預期能提振經濟，惟其實際成效仍

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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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至 2021年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主要統計指標 

單位︰% 

項目 2019年（同比增長） 2020年（同比增長） 2021年（同比增長）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其中，第一產業增長率 

               第二產業增長率 

               第三產業增長率 

6.1 

    3.1 

    5.7 

    6.9 

2.3 

    3.0 

    2.6 

    2.1 

8.1 

    7.1 

8.2 

8.2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 

  其中，國有控股企業 

               股份制企業 

               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 

               私營企業 

 5.7 

     4.8 

     6.8 

     2.0 

     7.7 

 2.8 

     2.2 

     3.0 

     2.4 

     3.7 

  9.6 

     8.0 

     9.8 

     8.9 

    10.2 

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其中，民間投資 

  5.4 

     4.7 

 2.9 

     1.0 

  4.9 

     7.0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其中，城鎮 

              鄉村 

  8.0 

     7.9 

     9.0 

-3.9 

    -4.0 

    -3.2 

12.5 

     12.5 

     12.1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其中，城市 

              農村 

  其中，食品 

              非食品 

  2.9 

     2.8 

     3.2 

     9.2 

     1.4 

  2.5 

     2.3 

     3.0 

    10.6 

     0.4 

0.9 

1.0 

0.7 

-1.4 

1.4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其中，生產資料 

               生活資料 

  -0.3 

     -0.8 

      0.9 

 -1.8 

     -2.7 

      0.5 

  8.1 

     10.7 

0.4 

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   -0.7   -2.3  11.0 

固定資產投資價格    2.6       

農產品生產者價格   14.5   15.0 -2.2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 

  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現金支出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 

 5.8（5.5） 

     6.2 

     5.0 

     6.5 

     4.6 

 2.1（-4.0） 

     3.8 

    -0.1 

     1.2 

    -6.0 

8.1（12.6） 

9.7 

     15.3 

7.1 

11.1 

進出口總值（人民幣）  

  其中，出口值  

              進口值  

              進出口差額（貿易順差） 

 3.4（315,446億元）  

     5.0（172,298億元） 

     1.6（143,148億元） 

    25.1（29,150億元） 

1.9（321,557億元） 

     4.0（179,326億元） 

    -0.7（142,231億元） 

    27.3（37,095億无） 

21.4（391,009億元）  

     21.2（217,348億元） 

     21.5（173,661億元） 

     17.8（43,687億元） 

註：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項中，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5.8%，支出增長 5.5%

（括弧內數字）。2020年和 2021年亦是如此安排。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2020年 1月 17日、2021年 1月 18日、2022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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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年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具體任務指標和調控措施 

主要具體任務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5.5%左右 

■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 3%左右 

■城鎮新增就業 1,100萬人以上 

■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 5.5%以內 

■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進出口保穩提質，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糧食產量保持在 1.3萬億斤以上 

■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 

■能耗強度目標在「十四五」規劃期內統籌考核，並留有適當彈性 

■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和措施 

積極的財政政策 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

注重精準、可持續。2022 年赤字率

擬按 2.8%左右安排，比 2021年有所

下調，有利於增強財政可持續性。 

■預計 2022 年財政收入繼續增長，財

政支出規模比 2021 年擴大 2萬億元

以上，可用財力明顯增加。新增財

力要下沈基層，主要用於落實助企

紓困、穩就業保民生政策，促進消

費、擴大需求。 

■2022 年安排中央本級支出增長

3.9%，其中中央部門支出繼續負增

長。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增加約 1.5

萬億元，規模近 9.8 萬億元，增長

18%，為多年來最大增幅。 

■中央財政將更多資金納入直達範

圍，省級財政也要加大對市縣的支

持，務必使基層落實惠企利民政策

更有能力，更有動力。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

充裕。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

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更有力支持。 

■擴大新增貸款規模，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

資規模增速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

觀槓桿率基本穩定。 

■保持人民幣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

定。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資金

更多流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擴大普惠金融

覆蓋面。 

■推動金融機構降低實際貸款利率，減少收費，

讓廣大市場主體切身感受到融資便利度提升，

綜合融資成本實實在在下降。 

資料來源：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2022年 3月 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人民

日報（海外版），2022年 3月 14日，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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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2年第一季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主要統計指標（單位︰%） 

項      目 第一季（1-3月）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其中，第一產業增長率 

        第二產業增長率 

        第三產業增長率 

4.8 

     6.0 

     5.8 

     4.0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 

  其中，國有控股企業 

        股份制企業 

        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 

        私營企業 

6.5 

     5.0 

     7.8 

     2.1 

     7.6 

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其中，民間投資 

9.3 

     8.4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其中，城鎮 

              鄉村 

3.3 

     3.2 

     3.5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其中，城市 

              農村 

  其中，食品 

              非食品 

  1.1 

     1.2 

     0.7 

    -3.1 

     2.1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其中，生產資料 

              生活資料 

  8.7 

    11.3 

     0.9 

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 11.3 

農產品生產者價格   -6.7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 

  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現金支出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 

5.1（5.7） 

      6.3 

      7.8 

      4.2 

      4.4 

進出口總值（人民幣）  

  其中，出口值  

              進口值  

              進出口差額（貿易順差） 

10.7（94,151億元） 

    13.4（52,260億元） 

     7.5（41,891億元） 

    36.6（10,369億元） 
註：2022年第一季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項中，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5.1%，支出增長

5.7%（括弧內數字）。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2022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