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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一季度经济景气度快速回升，

对全年经济增速预判偏谨慎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李欧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李 钢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程 都

摘 要: 通过《中国经济学人》调查系统，收集了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共 130 名经济

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发现经济学家们对 2017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回暖信心

高涨，对进出口增长态势也呈乐观态度，判断社会物价将持续走高。中国经济学人

经济景气指数、外贸景气指数和物价指数快速回升，走出“V”形反弹态势，反映出

明显的经济扩张迹象。但对 2017 年全年经济增速的估计，经济学家们持谨慎态

度，综合预判 2017 年 GDP 增速为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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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本次调查者的来源分布

本次对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调查于 2017

年 2 月 19 日到 26 日期间进行。通过向《China

Economist》经济学人数据库电子邮件 和 China

Economist 微信公众号订阅者发放电子问卷，共

计发放 7150 份，收到有效回馈问卷 130 份。

从参与调查者所在的机构分布来看，高校研

究者占比为 70. 5%，是绝对的主体; 政府机关及

附属研究机构人员占比为 11. 4% ; 企业人员占

10. 2% ; 社科院系统研究人员占比为 4. 6% ; 金融

机构和咨询公司人员占 3. 4% ( 见图 1) 。

从参与调查者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

经济学家占 66. 2%，中部地区的占 18. 5%，西部

地区占比为 15. 4%。中部和西部经济学家占比

较上 次 调 查 有 所 优 化，分 布 更 加 均 匀 ( 见

图 2) 。①

二、经济学家对一季度经济加快增长

信心高涨

在调查中，有 28. 2% 的经济学家认为 2017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与 2016 年同期相比会上升，

① 2016 年四季度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中，中部和西部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21. 1%、11. 3%。

DOI:10.16110/j.cnki.issn2095-3151.2017.25.002



2017 年第 25 期( 总第 2801 期)

13

图 1 调查参与者的机构分布

注: 百分比加总略大于 100%是由于各机构占比取值时“四舍五入”造成的，对总判断不造成实质性影响。

图 2 调查参与者的地区分布

比上一次调查高出近 10 个百分点。有 20. 6%的

经济学家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会同比下降，比上

季度调查大幅下降了近 25 个百分点。有 48. 9%

的经济学家认为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速会基本持

平，较上季度调研增加了 18. 1 个百分点。还有

2. 3%的经济学家认为难以判断( 见图 3) 。

图 3 经济学家对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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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学家判断情况计算所得的 2017 年第

一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为 105，比上

一次调查上升了 37 个点，比 2016 年二季度的最

低点反弹了近一倍，反映出宏观经济加速回暖的

态势比较明显( 见图 4) 。

与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速相比，32. 8% 的经济

学家认为 2017 年一季度的经济环比增速会提

高，比上次调查略有上升; 而有 29. 8% 的经济学

家认为 2017 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会下降; 有

31. 3%的经济学家认为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基

本持平; 还有 6. 1% 的经济学家表示难以判断

( 见图 5) 。

2017 年一季度由于存在春节长假，经济活

动较 2016 年四季度放缓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

判定经济环比上升或持平的经济学家占到了

62. 6%，也反映出当前经济存在扩张的迹象。

三、经济学家判断外贸景气度会继续

上升

对于 2017 年一季度的进出口形势，参与调

查的经济学家中有 31. 3% 的人认为出口总量与

上年同期相比会上升，比上次调查增加 5 个百分

点。认为出口会同比下降的占 36. 6%，比上季

度的调查减少 10. 8 个百分点，认为两者基本持

平的占 28. 2%，较上次调查提高 13. 2 个百分点，

还有 3. 8%的经济学家认为难以判断( 见图 6) 。

由经济学家判断情况计算出的 2017 年一季

度中国经济学人外贸景气指数为 91，比上次调

查上升了23 个点，显示出经济学家对出口形势的

图 4 历次调查所得中国经济学人经济景气指数

注: GDP 增速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期( 季度) 的 GDP 同比增速。

图 5 经济学家对 2017 年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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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经济学家对一季度进出口形势的判断

良好预期，与对宏观经济增速的判断基本一致

( 见图 7) 。

四、经济学家判断 2017 年一季度价格

上涨趋势不改

对 于 2017 年 第 一 季 度 的 价 格 水 平，有

73. 3%的经济学家认为与上年同期相比会上升，

比上次调查上升近 10 个百分点; 而认为价格水

平会下降的经济学家有 6. 1%，比上次调查下降

了近一半; 认为两个期间的价格水平基本持平的

经济学家占比为 19. 8%，比上次略有上升; 还有

0. 8%的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水平涨跌难以判断

( 见图 8) 。

图 7 历次调查所得中国经济学人外贸景气指数

注: 进出口增速是海关公布的当期( 季度) 的进出口同比增速。

图 8 经济学家对一季度价格同比变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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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学家判断情况计算所得的 2017 年第

一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物价指数为 166，比上季度

调查上升了 20 个点，连续两个季度持续回升，预

计社会物价水平将保持上升态势( 见图 9) 。

与上季度价格水平相比，认为 2017 年第一

季度 价 格 水 平 会 上 升 的 经 济 学 家 占 比 为

54. 2%，比上次调查略有下降; 认为价格水平会

环比下降的占 13%，比上次调查上升了 7 个百分

点; 认 为 两 个 期 间 价 格 水 平 基 本 持 平 的 占

31. 3%，略有下降; 还有 1. 5%的经济学家认为难

以判断。表明社会物价水平在短期还有上升压

力，但较上季度有所减弱( 见图 10) 。

五、经济学家判断 2017 年全年经济增

速可达 6. 5%

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 2017 年一季度经济形

势有加快增长的判断，但大家对 2017 年全年的

经济增速，态度较为谨慎。判断全年经济增速能

够超过 6. 5% 的经济学家，累计占比为 64. 9%，

比上季度调查下降了约 7 个百分点。有 15. 3%

的经济学家态度悲观，认为全年经济增速最高也

只能达到 6%，同时有 23% 的经济学家信心较

强，判断经济增速能够超过 6. 8%，这一群体的

占比较上一季度的调查提高了 8 个百分点( 见

图 11) 。

图 9 历次调查所得中国经济学人物价指数

注: CPI 同比是来自 Wind 数据库中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当期( 月度) CPI 定基指数。

图 10 经济学家对一季度价格环比变化的判断

( 下转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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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不确定性，这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和数

据来做出判断。因此，如何减少不确定性成为实

践过程中各相关方的重要考量。因此，各种不确

定性必须得到明确解释和相应识别。这些不确

定性的类型包括: 风险因素、结构性不确定性以

及知识的局限等。未来前景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

一，前景足够清晰，能够准确预计到单一效果，那

么临港产业共生系统的各个共生单元就可以制

定相应策略。第二，可能会出现多选项的未来情

景，包括若干个具体结果，这时的处理工具主要

是博弈方法，系统内的各共生单元之间需要更多

的讨价还价和试探交易。第三，未来前景是一个

可能的范围，虽然有相应的边界，但是没有明确

的结果。对于这种情形，需要采用情景分析法，

以临港企业为主的共生单元需要根据可能情景

设定不同的共生对接方案。第四，未来是不清晰

的，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依据。近些年，多重情景

分析法用于处理商业组织的未来不确定性问题，各

种导致不可预期的变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可以

得到分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临港产业共生往

往处于讨论和酝酿的阶段，难以实际推动落实。

( 四) 信任关系的累进。

临港产业共生系统的构建和运行依赖于各

共生单元间信任关系的积累、相互行为监控的便

利性、共同志趣以及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在建立

和维持临港产业共生系统时，一个重要的游戏规

则是关于共生单元之间对信息及知识的分享。

有时，知识和信息的分享被认为过于敏感，但对

信息的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信任关系所替

代，或者说信任关系可以被定义为对其他主体的

相关信息的需求数量和类型。所以，一方面要在

各个参与方之间努力地增进信任，另一方面也需

要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尽可能地促成合作。信

任即“非机会主义”，信任的来源主要是以往体

会的、互动性的经验。共生单元间发展关系的意

愿离不开信任的存在，而信任本身的建立是一个

动态过程，相关方均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到这个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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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经济学家对 2017 年全年经济增速的判断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学

家对经 济 增 速 的 判 断 基 本 一 致，均 值 都 接 近

6. 5%，西部地区的经济学家的预测均值为 6. 53%，

略高于中部。通过区域交组分析，我们计算得出

经济学家在 2017 年一季度对 2017 全年经济增

长增速的判断为 6.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