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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首席经济学家调研

看宏观  

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GDP 增速预测均值 8.81% 

 

摘 要 

 

本月接受第一财经调研的 21位经济学家对 2020年 GDP增速的预测

均值为 2.44%，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回暖，2021年度 GDP 增速将远远

高于 2020 年，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均值为 8.81%，中位数为 8.80%。 

物价方面，经济学家们对 2021年CPI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1.20%，

PPI 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0.93%。投资方面，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均值由 2020 年的 2.98%升至 7.35%，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至 6.55%。消

费方面，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13.57%，高

于 2020 年。贸易方面，2021 年进口和出口预期分别上升至 7.7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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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年贸易顺差升至 5160.35 亿美元。 

政策方面，经济学家们预计未来政策将偏向于“稳货币”、“稳信

用”，2021 年存款基准利率、一年期 LPR 利率以及存准水平变化的可能

性较小。他们对 2021 年新增贷款预测均值升至 20.64 万亿元、社会融

资总量预测均值为 34.61 万亿，与 2020 年预测均值持平，M2 同比增速

预测均值降至 9.45%。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5454，经济学家们对

2021 年年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升值至为 6.44，同时，他们对年底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均值为 6.47。 

2021年 1 月“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53.50，低于上

月，仍处于两年来高位附近。本次调研中，经济学家们均给出了高于 50

荣枯线的预测，他们均认为未来一个月国内经济整体将继续扩张。 

 

表 1 CBNRI 首席经济学家调研：2020年 12 月兼年度预测 

 

指标 11 月公

布值 

2020年 12

月预测均

值 

2020年 12

月预测中

位数 

2020年 12月

预测区间 

2021 年预

测均值 

2021 年预

测中位数 

2021 年预测区

间 

信 心 指 数

（ 2021 年 1

月） 

53.57 53.50 51.9 51 ~ 70 -- -- -- 

GDP，%（年度） -- 2.44375 2.2 2.1 ~ 5.8 8.81 8.8 7.8 ~ 10.9 

CPI 同比（%） -0.50 -0.02 0.05 -1 ~ 0.8 1.20 1.20 -0.2 ~ 2.7 

PPI 同比（%） -1.50 -0.72 -0.75 -1.5 ~ 0.5 0.93 1 -1.4 ~ 2.5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

（%） 

5 5.77 5.6 5 ~ 7 13.57 13 8.7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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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同

比（%） 
7 6.82 6.8 6 ~ 7.2 9.13 9 8 ~  12.6 

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增速同比

（%） 

2.6 2.98 3.05 2.1 ~3.4 7.35 7.7 3.1 ~ 10 

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累计增

速同比（%） 

6.8 6.91 7.05 5 ~ 7.3 6.55 6 3.5 ~12 

贸易顺差：亿

美元 
754.2 689.58 691.7 569 ~832 5160.35 5042 4400 ~ 6600 

出口同比（%） 21.1 13.6 14.5 8 ~ 18.5 7.45 7 3 ~17 

进口同比（%） 4.5 5.53 5.1 0 ~15.8 7.76 8 -1.1 ~15 

新增贷款：亿

元 
14300 12380.68 12500 

10400 

~15000 
206424 211800 178271 ~22000 

社会融资总量

（万亿元） 
2.13 2.11 2.2 1.5 ~2.5 34.61 33 29.4 ~39.12 

M2同比（%） 10.7 10.6 10.8 9.8 ~10.8 9.45 9.5 7.9 ~10.5 

官方外汇储备

（万亿美元） 
31784.9 32165* -- -- 32512.18 32000 31500 ~37550 

*：最新公布值 
 

 

 

 

 2020 年底

公布值 

预 测 均

值 

预测中位

数 
预测区间 

存款基准利率，%（2021 年中） 1.50  1.5 1.5 1.5 

存款基准利率，%（2021 年底） 1.50  1.5 1.5 1.5  

1 年期 LPR，%（2021年中） 3.85  3.89  3.85 3.85 ~ 3.89 

1 年期 LPR，%（2021年底） 3.85  3.85  3.85  2.85 ~ 4.35 

存款准备金率，%（2021 年中） 11.5  11. 5  11.50  11.5 

存款准备金率，%（2021 年底） 11.5  11.43  11.50  11 ~ 11.5 

人民币对美元（2021年中） -- 6.44  6.45  6.2 ~ 6.6 

人民币对美元（2021年底） -- 6.47  6.475  6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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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信心指数：高于 50 线 

2021年 1 月“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53.50，低于上

月，仍处于两年来高位。本次调研中，经济学家们均给出了高于 50 荣

枯线的预测，他们均认为未来一个月国内经济整体将继续扩张。其中，

最乐观的预估值 70来自招商银行丁安华。 

新时代证券潘向东表示，2021 年经济复苏进入第二阶段，在此前政

策刺激、出口拉动下，居民的收入增速快于消费增速，经济好转，居民

的消费倾向上升，居民支出有可能加快，与此同时，需求旺盛，企业盈

利增速上升，生产经营预期改善，企业也将加大资本开支，这些都意味

着经济内生动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充足。虽然在基数效应下，中国

经济增速从 2021 年一季度逐级下降，但剔除基数效应后，经济可能也

不差。 

毕马威康勇认为，2020 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可以用两个“超预期”

来总结：外贸超预期，外资超预期。这两个超预期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类

似的。中国通过采取有力的措施控制住了疫情，并率先开始复工复产。

而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迟迟不能有效、彻底的控制疫情传播，导致生产

受限。而同时很多发达国家为了稳定经济，纷纷推出了巨额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依然较为强劲，但生产不足，所以反而加大

了对中国生产、投资、出口的依赖。展望 2021 年中国宏观经济，他认

为消费、服务业将继续回暖，成为下阶段经济复苏的主力。同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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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投资增长提速，自主创新也

将带动高科技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更快发展。 

英大证券郑后成认为，剔除同比的基数效应后，2021 年 GDP 增速大

概率还将位于较高水平，处于“合理区间”之内。从先行指标看，2021

年制造业 PMI 与服务业 PMI大概率全年高于 50.0，这就意味着宏观经济

持续处于扩张状态。从基本面看，受益于海外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推动宏

观经济向好，叠加新冠肺炎疫苗成功研制并投放，预计出口金额当月同

比有望维持两位数增长，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与此同时，虽然基

建投资增速不会太高，但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会太差，叠加工业企业盈

利增速向好，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位运行，消费增速有望抬升至一定水平。

综合以上两方面，剔除基数效应后 2021 年 GDP增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大概率位于“合理区间”的上半部。 

 

二、GDP：2021 年 GDP 增速预测均值为 8.81% 

经济学家们对 2020年 GDP 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2.44%，随着我国经济

的进一步回暖，2021 年度 GDP 增速将远远高于 2020 年，经济学家们的

预测均值为 8.81%，中位数为 8.8%。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认为，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深化改革开放，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国民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全年经济

预计增长 2.3%左右。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取得积极进展，社会预期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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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明显提升，2021 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达到 8%左右。但把 2020

年和 2021 年结合在一起看，实际经济增速仍低于潜在增速，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经营仍然困难，就业压力仍然较大，金融风

险有所积累。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表示，中国经济自 2020 年 1 季度之后

呈现“V”型反转，4 季度经济活跃度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中国经济

运行周期在整体上领先全球 3 个季度，因此，尽管政府投资受财政收入

下降拖累，但出口超预期增长，加速了中国经济在四季度的全面恢复。

2021 年 1 季度，经济增速将继续沿着“V”型曲线上升到顶点，自 2 季

度之后逐步回落至正常水平。预计全年 GDP 增速在 7.8%左右。 

 

三、物价：2021 年 CPI 同比预测均值为 1.20%，PPI 同比预测均值 0.93% 

经济学家们对 2020年 12 月 CPI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0.02%，较

统计局公布的 11 月值（-0.5%）上升 0.48 个百分点。他们对 2020 年全

年 CPI 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2.49%， 2021 年 CPI 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下

降至 1.20%。 

12 月 PPI 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0.72%，高于统计局公布的上月值

（-1.5%）。参与调研的经济学家对 2021 年 PPI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0.93%，高于 2020年-1.91%的预测均值。 

海通证券姜超预计 12 月 CPI 同比转正。12 月以来猪肉价格明显回

升，主要由于节假日临近，猪肉消费重新迎来高峰期，需求端的提振拉

动猪价短期走强。叠加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基本消除，他预计 12 月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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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回升至 0.2%。12 月以来国际油价明显回升，国内煤价、钢价同步

上行，预计 12 月 PPI 同比降幅继续收窄至-0.3%。 

———————————————————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12 月预测（PPI）： 

郑后成：-0.8% 

———————————————————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1 年增速预测均值为 13.57% 

统计局公布的 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 5%，经济学家

们预计 12 月数据将升至 5.77%。其中，7%的最大值来自渣打银行丁爽，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给出了最小值 5%。 

2021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13.57%，高

于 2020 年增长预期（预测均值为-3.58%）。其中兴业证券王涵给出了

最高值 19.6%，而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给出了最低值 8.7%。 

民生银行黄剑辉表示，12 月社零增速预计将继续回升。一是汽车消

费保持快速增长。据乘联会数据，12 月 1 日至 27 日，汽车零售同比增

长 10%，较去年同期高 20 个百分点，环比 11 月增长 16%。二是近几个

月房地产销售增速平稳增长，预计将拉动家电、家具、建材等相关销售。

三是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由负转正，叠加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下

降，也会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过，需关注 12 月以来国内多地

出现散发疫情对餐饮等线下消费的负面影响。过去几个月社零增速之所

以低于预期，相当程度上是受物价超预期下跌扰动。根据预测，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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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将会较 11 月份明显回升，考虑到物价因素，预计 12 月名义社零将

会由 5.0%回升至 6.0%。 

———————————————————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12 月预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陆挺：5.6% 

周浩：5.5% 

周雪：5.5%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0 年预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陆挺：-3.8% 

周雪：-3.5%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1 年预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陆挺：17.7% 

周雪：11% 

——————————————————— 

 

五、工业增加值：2021 年增速预测均值为 9.13% 

调研结果显示，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6.82%，较统

计局公布的 11 月值（7%）下降 0.18 个百分点。其中，兴业证券王涵和

长江证券伍戈给出了最大预测值 7.2%，渣打银行丁爽给出了最小预测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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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预测均值为 9.13%，高于 2020 年的预

测均值 2.44%，其中招商证券谢亚轩给出了 12.6%的最高预测值，而最

低值 8%则来自民生银行黄剑辉和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 

招商证券谢亚轩预计，12月工业增加值维持高位。国内商品价格持

续上涨显示国内制造业生产旺盛，同时国内汽车销售形势较好，美国房

地产销售形势改善对出口行业生产也会有明显的刺激效果。近期重化工

业高频数据也出现改善迹象，一是 12 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突

破 220 万吨，创历史新高；二是唐山钢厂产能利用率上周再次回升至 80%

以上。综上预计 12月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长 6.8%。 

———————————————————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12 月预测（工业增加值）： 

丁安华：6.8% 

丁爽：6% 

康勇：7% 

郑后成：6.8%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0 年预测（工业增加值）： 

丁安华：2.2% 

康勇：2.3%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1 年预测（工业增加值）： 

丁安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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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勇：8.1% 

——————————————————— 

 

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21 年增速预测均值为 7.35% 

经济学家们对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2.98%，高于

统计局公布的 11 月值（2.6%）。其中，招商银行丁安华给出了最高值

3.4%，招商证券谢亚轩给出了最低值 2.1%。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可能较 2020年有所上升，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均值为 7.35%。 

兴业银行鲁政委表示，在制造业方面，12 月份，出口集装箱指数持

续上行，外需仍在持续发力。同时，房地产后周期继续改善，汽车消费

保持坚挺，内需短期亦有支撑，带动制造业生产投资双双上行。冷轧价

格的持续上行亦提示，12月份制造业投资继续高位运转。在房地产方面，

年末推盘、交房的压力上升，加之房地产补库动力仍存，预计新开工、

施工面积将保持上行，建安投资支撑房地产投资韧性。在基建投资方面，

财政支出节奏依旧偏慢，加之年末新开工项目减少，施工放缓，预计当

月同比小幅下行。 

———————————————————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0 年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李文龙：2.7% 

鲁政委：3.2% 

陆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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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1 年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李文龙：7.7% 

陆挺：8.4% 

——————————————————— 

 

七、房地产开发投资：2021 年增速预测均值为 6.55% 

调研结果显示，2020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的预测均值为

6.91%，较统计局公布的 11 月值（6.8%）上升 0.11 个百分点。参与调

研的经济学家中，招商银行丁安华给出了最高值 7.3%，招商证券谢亚轩

给出了最低值 5%。经济学家们预计 2021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速将回落至 6.55%。 

交通银行唐建伟表示，投资延续恢复趋势，前期刺激政策落地见效

促进基建投资增速加快。房地产投资具备韧性，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年

末开发投资增速有望继续加快。 

———————————————————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0年预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

速）： 

王涵：7.1% 

温彬：7.1% 

郑后成：7.2%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1年预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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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王涵：7.1% 

温彬：8% 

——————————————————— 

 

八、外贸：2021 年贸易顺差预测均值为 5160.35 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预计，2021年进出口同比值以及贸易顺差均将高于2020

年预测值，其中，出口同比预测均值为 3.44%，进口同比预测均值为

-0.64%，贸易顺差预测均值为 5160.35 亿美元。 

瑞银证券汪涛表示，出口可能有所走弱，但增速依然比较稳健、同

比增长 12%。欧洲新一轮封锁措施可能令外需承压，统计局和财新制造

业 PMI 中新出口订单指数均有所下滑。不过，尽管 2019 年同期基数较

高，但 12 月韩国出口同比增速从此前的 5%反弹至 13%。整体而言，考

虑到基数较高，她估计 12 月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从 11 月 21%的高位回落

至 12%，依然较为稳健。另一方面，由于 2019 年同期基数较高，12 月

进口同比增速可能从此前的 4.5%下降到 0%左右，贸易顺差大致企稳于

760 亿美元。 

 

九、新增贷款：2021 年新增贷款预测均值为 20.64 万亿元。 

经济学家们预计，本周将会公布的 2020 年 12 月新增贷款将由上月

公布值（14300 亿元）降至 12380.68 亿元，2020 年全年新增贷款的预

测均值为 19.62万亿元，2021 年这一数值将上升至 20.64 万亿元，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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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预测中，最小值 17.83 万亿来自海通证券姜超，最大值 22 万

亿来自新时代证券潘向东、招商银行丁安华和交通银行唐建伟。 

民生银行黄剑辉表示，企业贷款方面，12 月 PMI 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但仍处在扩张区间，信用支持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减，中长

期企业贷款占比仍将扩大，但企业票据融资仍是拖累项；居民贷款主要

受消费稳步增长支撑，房地产降温也制约居民按揭增长。预计 12 月新

增信贷 1.2 万亿元，同比小幅多增 600 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 19.58

万亿元，控制在 20万亿之内。 

 

十、社会融资总量：2021 年社融总量预测均值为 34.61万亿 

调研结果显示，12 月社会融资总量预测均值为 2.11 万亿元，较央

行公布的 11 月数据（2.13 万亿元）有所下降。其中，海通证券姜超给

出了最大值 2.5万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给出最小值 1.5 万亿元。

经济学家们对 2021 年度社会融资总量的预测均值为 34.61 万亿持平于

他们对 2020年社会融资总量的预测。 

兴业证券王涵表示，新增社融信贷继续向正常水平回归。经济逐渐

恢复正常，应对疫情的阶段性政策或逐渐退出。货币政策重心由对冲疫

情转为化解杠杆率上升带来的风险，接下来“宽货币+紧信用”是大概

率组合。新增社融、新增信贷或边际放缓，继续向正常水平回归。 

 

十一、M2：2021 年增速预测均值为 9.45% 

经济学家们预计，12月 M2同比增速从央行公布的11月水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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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10.57%。其中，民生银行温彬、毕马威康勇、交通银行唐建伟和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给出了最大值 10.8%，海通证券姜超给出了

最小值 9.8%。2021年 M2同比增速预计将降至 9.45%。 

交通银行唐建伟表示，12 月三方面因素将对广义流动性 M2 增速产

生积极影响：一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保持稳

健的货币政策不变，并进一步要求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政策预期将保

持基本稳定；二是信贷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对 M2 增速持续反弹形成一

定支撑；三是 12 月通常为支出大月，财政支出可能超 2 万亿元，对 M2

保持较快增速有积极影响。 

———————————————————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0 年预测（M2）： 

丁爽：10.7% 

李文龙：10.8% 

郑后成：10.5% 

 

11 月最佳预测经济学家 2021 年预测（M2）： 

李文龙：10.5% 

——————————————————— 

 

十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2021 年利率变化可能性较小 

给出一年期 LPR 利率预测的 16 位经济学家中，有一位预计今年底

一年期 LPR 利率将下调至 2.85%，两位预计 2021 年期间，这一指标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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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调，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指标调整的可能性较小。同时，有 3 位

经济学家们认为今年央行将下调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其他 13

位经济学家们预计 2021 年，央行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较小。所

有经济学家们都预计今年存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海通证券姜超表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20 年四季度例会。

会议强调“稳字当头，不急转弯”，“巩固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成果，

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他认为，目前无需担心加息，常态

化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 

 

十三、汇率：2021年底人民币汇率将较 2020 年末升值 1.15%  

2020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5454，,经济学家们对

2021 年年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升值至为 6.44，同时，他们对年底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均值为 6.47。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正由年初美元指数

主导，切换至中国贸易顺差等多种因素。预计 2021 年人民币汇率中枢

为 6.4 左右，上半年最高可能冲至 6.1左右，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

美元阶段性走强可能最低回落至 6.6。 

 

十四、官方外汇储备：2021 年底预测均值为 32512.18 亿美元 

2021年 1 月 7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165亿美元，较 11月末上升 380 亿美元，

升幅为 1.2%。经济学家们预计，2021 年底这一数据将稳中有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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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32512.18 亿美元。 

 

十五、政策 

工银国际程实认为，跨越跌宕起伏的 2020 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仍未止步，既会成为发展旧模式的终点站，更将开拓世界新潮流的

起跑线。顺势而上，2021 年中国“双循环”新格局料将加速成形，深刻

重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新机遇。循势而观，从“内循环”看中国，在

摆脱疫情拖累之后，消费新动力与投资新重心有望形成共振，有力推动

内需扩张。从“外循环”看中国，得益于出口新韧性与人民币资产新角

色，中国经济与全球体系的纽带有望趋于巩固。从政策面看中国，货币

政策的重回常态、积极财政的“减额增效”以及改革开放的提速深化，

料将推动经济治理从逆周期向跨周期转型。逐势而动，立足于“双循环”

新格局，2021年人民币资产有望展现更为丰富的新魅力。上半年经济率

先复苏所释放的周期性力量，以及下半年改革红利所驱动的成长性机

遇，有望交替夯实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优势。 

招商银行丁安华表示，回望过去，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为

我国经济从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中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展望 2021 年，

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政策将从跨周期的角度考虑，为中国经济在

未来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驾护航。当前，货币政策正从应对疫

情冲击的偏宽松状态向后疫情时代的稳健中性取向回归，“稳货币”、

“稳信用”或将成为 2020 年末和 2021 年初的政策基调。预计 2021 年

末社融和 M2 增速将分别回落至 11.5%和 9.5%。明年下半年可能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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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降准，幅度为 50bp；年末 1年期 LPR 和 5 年期 LPR继续保持不变，

分别为 3.85%和 4.65%。财政政策方面，预计 2021年目标赤字率大概率

将下调至不高于 3%的“常规”水平，特别国债将不会继续发行，新增专

项债限额将大致为3.5-4万亿元，继续扩大减税降费规模的可能性较小。 

 

 

本期“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月度调研”21 位经济学家名单 

（按拼音顺序排列）： 

程实：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丁安华：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丁爽：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康勇：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黄剑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姜超：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文龙：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野村国际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唐建伟：交通银行首席研究员 

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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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彬：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谢亚轩：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郑后成：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周浩：德国商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 

周雪：瑞穗证券亚洲经济学家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