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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已经全面走出疫情冲击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经济形势热点调查课题组

《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形势热点调查自 2013年持

续至今已经进行了 25次调查，受到了广泛关注，取得

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课题组通过《中国经济学人》近

万名经济学者数据库及《中国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号

20万 +读者数据库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收集分析

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 257名经济学人对 2021年三

季度及全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本次调研的结果显

示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外

贸形势持续良好势头；消费价格上涨压力或有所缓

和，物价水平总体保持平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应

引起有关部门关注。经济学人预判 2021 年三季度

GDP增速为 7.8%左右，预判 2021年全年 GDP增速为

8.2%左右。

一、参与本次调查者的来源分布

本次对 2021年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预判的调查

时间为 2021年 9月 16日到 9月 28日。

参与调查的人员中，仍旧是来自高校的教师最多，

占比 27.2%；其次是来自高校的学生，占比 24.1%；来

自企业的人员占比 23.4%；来自政府机关及其下属研

究机构的人员占比 10.1%；来自金融机构的人员占比

7.0%；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员占比 3.9%；其余的

来自咨询公司、中央党校等。

从参与调查者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

学人占比 56%,中部地区的经济学人占比 20%,西部地

区的经济学人占比 19%，其余经济学人来自港澳台海

地区。较上次调查，东部地区经济学人的比例下降 6个

百分点，中部地区经济学人的比例上升 5个百分点，西

部地区和港澳台海地区的经济学人占比保持平稳，东

部地区的经济学人仍是本次参与调查的主要群体。

从参与调查者的年龄结构来看，30岁及以下的经

济学人占比 37%，31—40 岁的经济学人占比 27%，

41—50岁的经济学人占比 21%，50岁以上的经济学人

占比 15%。与上次调查相比，本次调查各个年龄阶段

的人员比例变化都较大，30岁及以下的经济学人的比

例上升 15个百分点，31—40岁的经济学人的比例上

升 12个百分点，41—50岁和 50岁以上的经济学人所

占比例分别下降 13个、14个百分点。

二、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关于 2021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变化预判情况，从同

比变化来看，本次调查中，认为三季度经济增速会同比

上升的经济学人占 66.5%，比上期调查结果下降 24.8

个百分点；认为三季度经济增速会同比下降的经济学

人占 10.5%，比上期调查结果上升 7.4个百分点；认为

三季度经济增速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的经济学人占

比 20.6%，比上期调查结果上升 17.5个百分点。从环比

变化来看，本次调查中，有 37.4%的经济学人认为本季

度经济增速会环比上升，有 35.4%的经济学人认为经

济增速会环比下降，还有 23.4%的经济学人认为经济

增速会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三者相较于上期调查结果，

均变化不大。从经济景气指数来看，2021年三季度中

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为 98，比上季度调查小幅下

降 4个点（图 1）。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经济增速或将

继续放缓，进一步回归正常增长状态，经济运行总体保

持稳定。

三、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外贸形势持续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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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2021年三季度出口贸易形势同

比变化的预测中，参与调查的经济学人中

认为出口贸易会同比上升的经济学人有

65.0%，较上季度调查下降 19.6个百分点；

认为出口贸易会同比下降的经济学人有

12.8%，较上季度调查下降 5.4个百分点；还

有 17.9%的经济学人认为出口贸易与上年

同期相比会保持平稳，较上季度调查上升

11.1个百分点。从出口贸易环比变化预测

来看，有 50.6%的经济学人认为本季度出

口贸易会环比上升，较上季度调查下降 5.6

个百分点；有 18.7%的经济学人认为出口

贸易会环比下降，较上季度调查上升 7.0个

百分点；还有 25.7%的经济学人认为出口

贸易会与二季度基本持平，较上季度调查

变化不大。由经济学人预判情况计算出的

2021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学人外贸景气指数

为 127，较上季度调查下降 14个点（图 2）。

经济学人预判外贸增速快中趋稳，或将继

续回落，但外贸景气指数仍处于高位，说明

外贸形势总体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第三季度进出口持续保持良好势头。

四、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消费价格上

涨压力或有缓和，物价水平总体保持平稳

对于 2021年三季度的物价水平同比

变化预测中，认为物价水平会比去年同期

上升的经济学人占比 63.8%，认为物价水

平会比去年同期下降的经济学人占比

13.2%，认为物价水平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的经济学人占比 19.5%，三者与上季度

调查结果相比均变化不大。从物价水平环

比变化预测来看，有 50.6%的经济学人认

为物价水平会环比上升，有 11.3%的经济

学人认为物价水平会环比下降，还有 35.0%的经济学

人认为物价水平会与二季度基本持平，三者与上季度

调查结果相比变化同样较小。由经济学人预判情况计

算得出的 2021 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物价指数为

136，较上季度调查结果下降 8个点（图 3），表明经济

学人预判三季度消费价格上涨压力或有缓和，物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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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体来看保持平稳。

五、经济学人预判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应

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在对 2021年三季度就业形势同比变化的预测中，

认为社会就业形势会同比变好的经济学人有 45.1%，

较上次调查下降 14.1个百分点；认为社会就业形势会

同比变差的有 22.6%，较上季度调查上升 8.4个百分

点；还有 28.0%的经济学人认为社会就业形势会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较上季度调查上升 6.4个百分点。从

就业形势环比变化预测来看，有 29.6%的经济学人认

为就业形势会环比变好，与上季度调查结果相差不大；

有 24.5%的经济学人认为就业形势会环比变差，比上

季度调查结果上升 12.1个百分点；还有 38.5%的经济

学人认为就业形势会保持平稳，比上季度调查结果下

降 9.9个百分点。根据经济学人预判情况

计算所得的 2021 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学

人就业指数为 98，较上季度调查结果下

降 14个点（图 4），但仍处于较高点位，经

济学人预判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

定，但应引起有关部门多加关注。

六、经济学人预判 2021年三季度经

济增速为 7.8%

关于 2021 年三季度经济增速的预

测情况。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中部、西

部地区的经济学人对经济增速的预判均

值相差不大，分别为 7.7%、7.9%和 7.8%。

从年龄结构来看，41—50岁的经济学人

的判断均值最高，为 8.5%，31—40岁的

经济学人的判断均值最低，为 6.7%，30

岁及以下和 50岁以上的经济学人的判

断均值分别为 8.4%、7.7%。从问卷来源

看，微信公众号的参与者对经济增速的

预判值为 8.0%，而经济学者数据库的参

与者对经济增速的预判值为 6.7%。

从总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经济学

人判断三季度经济增速会在 5.0%—9.0%之间，占比为

63.1%，其中又以判断三季度经济增速在 6.1%—6.9%

的经济学人占比最多，为 11.3%，另外判断经济增速在

9.0%以上的经济学人占比为 21.8%，判断经济增速在

5.0%以下的经济学人占比 15.2%（图 5）。通过区域交

组分析，我们计算得出经济学人对三季度经济增速的

预判值为 7.8%左右。

七、经济学人预判 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为 8.2%

关于 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测情况。分区域来

看，中部地区经济学人对全年经济增速的预判均值最

高，为 8.7%，其次是西部地区经济学人的预判均值为

8.0%，东部地区经济学人的预判均值最低，为 7.9%。分

年龄来看，30岁及以下的经济学人的预判均值最高，

为 8.8%，31—40 岁的经济学人的预判均值最低，为

40 2021年 11 月上



中国经贸导刊 经济运行

7.4%，41—50岁和 50岁以上的经济学人

的预判均值分别为 8.6%、7.8%。从问卷来

源看，微信公众号的参与者对经济增速的

预判均值为 8.3%，经济学者数据库的参

与者对经济增速的预判均值为 7.5%。

从总体来看，本季度调查中认为全

年经济增速会在 6.0%及以上的经济学人

占比 76.0%（图 6），比上季度调查结果下

降 11个百分点，可见全球疫情的持续发

展、新冠病毒的变异传播、国内疫情零星

散发以及暴雨洪涝冲击等其他众多不确

定、不稳定的因素还是使得一部分经济学

人对后半年的经济发展持更加谨慎观望

态度。不过也应该看到随着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科学部署、各地政府防控措施快速

落实、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稳步推进，正常

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并未受到很大影响，

国内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本次调查中 3/4 的经济学人对完

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6.0%以上的经济

增速预期目标仍然充满信心，甚至有超过

一半的经济学人认为全年经济增速会达

到 7.0%及以上。通过区域交组分析，我们

计算得出经济学人对全年经济增速的预判值为 8.2%

左右。

历年来，中国经济学人季度发布会在每个季度末

月中上旬举行，而国家统计局在下一季度首月公布上

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的数据。图 7 表明了 2017—

2021 年季度 GDP 预测值与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同比增速数据，发现两个特点：第一，多个季度

GDP增速预测值与真实值相符合；第二，GDP增速的

预测趋势走向拟合真实 GDP增速的走向。这两个特点

表明，中国经济学人宏观经济形势调查结果具有很强

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真实性，较好地展现了中国宏观经

济的发展状况。◆

注：

① GDP增速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期（季度）的

GDP同比增速。

②进出口增速是海关公布的当期（季度）的进出口

同比增速。

③经济学人物价指数反映的是社会综合物价，而

不仅仅是 CPI 或者 PPI。用于对比的 CPI 和 PPI 是来自

Wind 数据库收集的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当期（月度）

CPI 和 PPI 定基指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

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ZDA048）、中国社会科学

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的阶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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