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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 2012 年，中国经济“内忧外患”，外贸连续多月

在低位徘徊，投资和消费成为宏观经济的焦点。2012 年

即将过去，2013 年，中国经济将会呈现怎样的风景呢？

澳新银行发布的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将在 2013 年出现持

续温和增长，全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8.1%。澳新银行进一

步表示，目前，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货币政

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高于 2012 年下半年的

7.7%，与此同时，产出缺口也将逐步消除。GDP 增速将

在 2013 年第三季度进一步走强至 8.3%。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交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黎友焕对上述观点基本认同。他

对记者表示，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约能达到 8%，但

第三季度的 CPI 会重新升至高位，或达 4%。

展望 2013 年，中国的外贸形势不会有质的转变，或

将延续低位运行的走势。不过，随着政府因素增强，

2013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快于今年，但是由于市

场因素仍较疲弱，预计回升幅度也不会太大。

外贸好转存不确定因素

2013 年，世界经济将维持温和复苏，中国宏观经济

有望好转。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全球经济持

续低迷，国际市场需求颓势难以扭转。预计 2013 年，中

国外贸外资仍将延续低位运行走势。上海国际航运研

究中心国际航运研究室研究员张永锋对记者表示，2013

年，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会继续下滑，进口和内

需或缓慢增长。黎友焕更直言不讳地指出，2013 年的中

国外贸形势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将是改革开

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不过，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谨慎地表示，预计明年外

贸形势会略好于今年，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海关总署上周公布的 11 月份进出口数据显示，11 月

进出口总值为 339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其中，出口

额达 1793.8 亿美元，增长 2.9%；进口额为 1597.5 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持平。与 10 月份的 11.6%相比，11 月出口增

速大幅收窄，这也印证了中国外贸的反转行情并不乐观。

对于明年中国外贸遇到的困难，张永锋对记者坦

言，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走势、新兴经济体新一轮财

政刺激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将使世界经济复苏

充满挑战，潜在风险依然较大。

“此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通胀是否抬头等也是影

响明年外贸走势的重要因素。”陈德铭表示，世界经济要

想早日摆脱危机，应该把加快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

便利化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但有些 WTO 成员说一

套做一套，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业内人士也表示，外贸阴霾仍未散尽，外贸企业的

生存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要脚踏实

地，特别是要加紧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促进外贸

稳定增长“八项措施”，其中，“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确保

准确及时退税”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

陈德铭认为，未来，除了欧美等传统市场外，中国企业

应更多聚焦新兴市场，如南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同时，如

果明年经济能复苏，大宗商品出口可能有向好迹象。

不过，多家机构预计，明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估计和

2012 年持平，由此看见，2013 年的世界经济还会不温不

火，所以，即便企业把外贸重点放到新兴市场，能有多大

改善也存在许多未知因素。

消费将稳定增长

由于经济环境的变换，中国过去依靠出口拉动经

济 的 方 式 已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 ，现 在 主 要 是 靠 扩 大 内

需。2012 年，消费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成为经

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曾在

发布会上宣布，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

达到 55%，在 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 4.2 个百分点；资

本 投 资 的 贡 献 率 是 50.5% ，拉 动 GDP 增 长 3.9 个 百 分

点。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是-5.5%，下拉 GDP 负增

长 0.4 个百分点。

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预计，未来，中国消

费需求的增长动力依旧充沛，2013 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有望达 14.6%，比 2012 年加快 0.4%。扣除物价因素，实

际增速与 2012 年基本持平。农村消费快速增长的势头

有望延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也预计，

明年，中国消费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应进一步

挖掘消费潜力，使经济增长继续主要由消费驱动。

同时，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认为，扩大消费的政策

应聚焦于增加居民收入、减少与消费相关的税负、改善

消费环境和扩大服务消费等方面。“收入分配改革举步

维艰的关键在于国企特别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对提高利

润上缴比例的讨价还价和种种阻碍，决策部门应坚决破

除国企和相关部门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确保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环节均向劳动者倾斜的改革方向，争取尽快兑现

数年来政府多次提及的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承

诺。”报告称。

“应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样能加大消费的力度。”财

经评论家秦明对记者表示，人是消费之本，所以，未来，

城镇化改革导向应是重中之重，同时，提高工资、保障人

民的各项基本权益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经济学家易宪容也坦言：“让农民进城，把城镇化

与农村人口市民化结合起来，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之

核心。如何让农民在城市里住下来，享受城市带来的

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才是城镇化是否成功的

关键。”

投资或小幅回升

对于 2013 年投资的走势，多数机构认为将出现小幅

回升。有经济学家预测说，2013 年，中国的投资增速将超

过 2012 年。这主要得益于至少 5 个方面的因素：第一，

2013年是中央政府的换届年，新一届政府都非常关心第一

年的经济发展业绩。第二，2012 年 3 月之后国家推行的扩

大内需政策和措施，绝大多数是促进投资增长的，将在

2013 年上半年开始明显见效。第三，2013 年是中国“十二

五”规划时期的中间年，中国投资项目建设的周期在 3年左

右，为保证按时完成规划的各项战略目标，规划确定的绝

大多数投资项目必须在 2013年全面展开建设。第四，2013

年也是各级地方政府换届之后的第一年。2012 年在国家

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后，许多地方政府

积极响应，提出了宏伟的投资项目建设计划，许多新的项

目开工。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要在 2013 年才能进入投资

建设的高峰期。第五，国家各部门在 2012 年出台的《国务

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 36

条）配套政策将在2013年深入贯彻执行。

而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给出了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

的方针。他表示，2013年，中国将启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

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

据记者了解，未来，政府要出台生物、卫星导航、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等发展规划；启动实施医疗器械、高端

装备、新材料等重大专项；推进重大信息化工程，强化信

息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

不过，未来的投资前景也存在不确定因素。中国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提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融资

难题有待解决、民间借贷成本较高、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的潜力无法释放等问题都困扰着投资人。

2012 年，欧债危机继续发酵，美国走到财政悬崖的

边缘，世界各地不时爆发针对减薪、通胀的抗议，而中

国，走过了“十二五”时期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稳中求进”的

总基调，不过，人口红利消失、资产泡沫、经济结构严重

失衡……都让人们对这个总基调增加了些许忐忑。

这一年，热钱再次席卷全球，自然不会放过中国

——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的热钱盘踞香港正伺机回到

内地市场。周小川的“池子”作用平平，谁晓得热钱这

么狡猾，这回我们要拿什么“抗洪抢险”？有很多人说，

热 钱 与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离 得 有 点 儿 远，没 必 要 大 惊 小

怪。但看着一涨再涨的房价，不着急的人不是“神马”

二代，就是准备“光棍”到底。

这一年，投资市场冷得让人心寒。在即将过去的

2012年，伴随着股票市场涨跌起伏的是亿万股民财富梦

想的阴晴圆缺。可惜，这片淘金地终将希望者的梦想抛

之脑后。从今年 3 月份最高近 2450 点到如今的 2100 多

点，看似坚不可摧的股指一次又一次被拖下来。在多次

盘中“俯卧撑”击穿2000点大关后，上证综指终于在11月

27日失守2000点，并于12月4日盘中创下1949点的阶段

新低，这是近 4 年来沪指首度收跌于 2000 点下方。而这

并不是最凄惨的，因为不仅仅是股票，还有基金、期货

……在即将过去的 2012 年，“投什么都不赚钱”似乎成为

一句魔咒，真真地“糊弄”了广大中小投资者。

经过了“冷热”夹击，中国经济靠内需撑起了大局。十

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网购大

军积极响应号召：2012年11月11日，成千上万的网络用户

“玩 high”了。仅在“光棍节”当天，淘宝、天猫网购销售额

就达到191亿元，同比增长260%，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依然

十分强劲的内需动力。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5%，中国经济增

长已主要依靠内需拉动。

还有一个数字能够体现内需，那就是CPI。不过，2012

年的中国CPI指数，远没有了之前的“霸道”。2011年7月，

CPI同比上涨6.5%。对比从前，今年以来，CPI涨幅可谓相

当“温和”。可惜的是，身低架不住底盘高，今年的CPI仍难

掩“高位运行”的尴尬，而民众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钱是越来越不禁花了，老百姓存钱的积极性自

然不高。对此，一向是行业老大的银行着急了。于是，我

们发现，存款也可以“货比三家”了。中国人民银行在6月

8日和7月6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进行了非对

称降息。几经博弈之后，银行在存款利率方面最终普遍实

现了上浮，饱受诟病的银行“暴利时代”开始松动。

如今，2012 年已然走至尾声，日前听闻，2013 年，中

国经济发展仍将以“稳中求进”为基调。中国经济若是

能在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继续一枝独秀，倒也不负

众人的期许。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民币汇率开始变得更加波

动。去年第四季度，人民币汇率突然走弱，这一趋势

持续至今年 8 月份。然而，从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

三季度的人民币走弱中，很多中国企业持有了过多的

美元头寸。在人民币重现升值趋势后，这些企业开始

大规模抛售手中的美元头寸，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更

快升值。这样的状况表明，投资者需要采取多种手段

来对冲手中的外汇头寸，而非对外汇头寸进行完全投

机的操作方式。在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消失后，人民

币的双向波动风险已经明显增加。

澳 新 银 行 预 计 ，人 民 币 将 在 2013 年 升 值 大 约

1.5%。随着世界对中国经济展望的改善，到明年年

底，人民币兑美元大约交易在 6.10 的水平上。而在人

民币兑美元的交易波动区间被扩大至+/-1%之后，预

计人民币的短期走势也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投资

者也需要使用更多的手段来对冲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2012 年，大中华区 IPO 活动疲弱是由于缺乏超大

型 IPO。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唐嘉欣称：“大中华区股

票市场尤其不振，整个地区投资信心疲弱，投资者普遍

选择观望。虽然大中华区市场在第四季度因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上市融资 34 亿美元而有所改善，但由于投资

者仍然持谨慎态度，中国本土和海外企业目前仍然难

以于本土市场完成上市。”

展望 2013 年，安永大中华区高增长市场主管合伙

人何兆烽称：“我们预计证券市场的波动会减少，IPO 活

动有望于 2013 年下半年增加。这都表明，明年是正等待

上市的企业实现 IPO 的好时机。”对于中国市场，他表示：

“目前，已有超过 800 家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申请上市的名单之中，估计他们的融资总额约为 5000 亿

元，而 2012 年 A 股市场的融资总额只有 1030 亿元。我

们预计，让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以 H 股方式在香港上

市的新政策推出后，会有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

2012 年 ，欧 债 危 机 不 断 发 酵 ，美 国 经 济 增 速

放 缓 ，遏 制 了 能 源 需 求 ，原 油 价 格 未 能 重 演 上 涨

行 情 。

国际市场供大于求，加之欧元疲软推高美元汇

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跌落，从而引发 2012 年中

国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行。不过，时至年底，国内商

品期市跟随股指走强，不但同涨趋势明显，而且涨幅

也颇为惊人。各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有回暖

迹象，这无疑将带动需求回升。

总体来看，随着主要经济指标触底企稳，大宗商

品市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新一年市场主调为温和回

升。未来，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类商品有望重新获

得市场追捧，商品“复苏”之日似乎将要来临。澳新银

行在报告中表示，随着中国财政支出力度的加大以及

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上马，明年，中国对大宗商品的

需求量存在上升空间。

年终总结第四波年终总结第四波：：

中国经济明年会更好吗中国经济明年会更好吗？？

稳中求进
冷热夹击下冲过2012年

待上市企业迎来好时机

大宗商品市场温和回升

◆ 回顾2012年

编者按：2012 年，欧债危机持续发

酵，美国经济依然疲软，世界经济复苏之

路曲折漫长，国际需求低迷态势仍在延

续。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

济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国内宏观政策转向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

如 今 ，2012 年 即 将 过 去 。 梳 理 过

往、展望未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有

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展望2013年

汇率风险须多种手段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