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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望成为来年环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 卓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 月发布的经济展望，中国 2022 年 GDP

增速预计为 3.2%，罕有地与全球水平相若，且低于亚洲新兴及发展中市场

的 4.4%。然而，由于外围市场增长动力下滑、欧美衰退风险升温、内地防

疫政策调整促进经济活动正常化，中国来年有望重新成为环球经济的增长

引擎，同时改善结构不平衡的现象。 

 中国来年增速有望重回环球领先水平 

   来年中国与环球经济的表现将出现此消彼长。一方面，欧美等多个成

熟市场逐渐陷入停滞或收缩，同时亦难免拖累新兴经济体表现；另一方面，

受惠于内地防疫政策放松，经济活动正常化有助释放增长潜力。此外，由

于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速温和，在统计上，基数效应有利于 2023 年表现提

速。中国 2023 年 GDP 增速有机会超过 5%，抛离收缩状态的欧美，也显

著高于 2%左右的全球水平。 

    防疫措施优化所释放的增长潜力，主要体现在消费与服务业。在传统

的经济环境下，影响商业周期的主要因素一般是波动性高的制造业。服务

业受民生日常消费主导，表现相对稳定。然而，疫情的冲击颠覆了这个规

律。当防疫措施对消费渠道造成限制时，服务业总是首当其冲，而资本密

集型(capital intensive)的制造业相对而言拥有更为灵活的应对方法。消费受

阻，服务业放缓，除了拉低经济增速外，也造成复苏不平衡的现象。 

    增长提速有助改善经济结构 

   今年头十一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下跌 0.1%。惟扣除同期居

民消费价格升幅后，零售销售量实际上减少超过 2%，是拉低整体经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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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2022 年经济增长温和，但来年增速将再度领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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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有效解除限制消费的措施，被压抑的需求(pent-up 

demand)将迅速得到释放，2023 年零售销售名义增幅有机会达到 8%，同时

提高私人消费的比重。 

 

    中国私人消费占 GDP 比率长期显著低于大部分主要经济体，是结构

不平衡的体现之一。在疫情之前，这个现象事实上逐渐出现改善。从 2010

至 2019 年，私人消费占整体经济活动的比重从 34.6%上升至 39.1%。受到

疫情冲击，该比率在 2020 年跌至 37.8%后，2021 年回升至 38.5%，但 2022

年很可能再度跌至 38%以下水平。可见，防疫措施优化的正面影响，并不

局限于提高短期经济增长，而是有助经济结构的发展重回正轨。 

         

    受疫情影响的经济结构变化，还体现在各产业的相对表现。中国改革

开放的过程见证了服务业的蓬勃发展。1979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只

有 22.3%。随着经济活动多元化，生产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在 2013 年首

次超过制造业，在 2020 年达到 54.5%。然而，疫情防控措施难免对餐饮、

娱乐、住宿、旅游、运输、以及各种商务活动造成广泛制约。在今年头三

个季度，第三产业实际增速仅有 2.3%，明显低于第二产业的 3.9%与第一

产业的 4.2%。受惠于防疫限制放松，服务业罕见的疲弱表现，来年同样有

望出现逆转，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达到约 6%增速。 

 

    国际贸易下滑是必须面对的挑战 

 

    诚然，在环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无法独善其身。由于欧美经济

衰退风险高，相关市场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势必显著减少。出口金额在未来

数月录得双位数的同比跌幅，或许是难以避免的挑战之一。国际贸易在疫

情期间成为中国经济主要动力。2020 与 2021 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

分别为 25.3%与 20.9%，为 1997 年以来最高。在 2022 年头三个季度，由

于本地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制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接近三分之

一，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虽然出口下滑短期内对经济造成压力，但也是

无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过程。 

 

    展望 2023 年，在防疫措施放宽的推动下，私人消费与服务业将强劲反

弹，真正打通内循环，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中国经济在重新

成为环球增长引擎的同时，结构不平衡问题亦有望得到改善，对提高居民

收入与生产力发挥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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