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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GDP數據
地區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增長目標 完成情況 增長目標
廣東 8.0% 8.5% 8.5%

上海 7.5% 7.7% 7.5%

浙江 8.0% 8.0% 8.0%

江蘇 10.0% 9.6% 9.0%

北京 8.0% 7.6% 7.5%

山東 9.5% 9.6% 9.0%

天津 12.0% 12.5% 11.0%

貴州 14.0% 12.7% 12.5%

廣西 11.0% 10.3% 10.0%

雲南 12.0% 12.1% 11.0%

內地主要經濟數據
2012年 2013年 變動幅度

國內生產總值 471,564億 568,845億元 +7.7%
糧食產量 57,121萬噸 60,194萬噸 +2.1%
固定資產投資 301,933億 436,528億元 +19.6%
房地產開發投資 61,740億 86,013億元 +19.8%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81,226億 234,380億元 +13.1%
進出口總額 36,421億美元 41,603億美元 +7.6%
年末貨幣供應量（M2） 85.2萬億元 110.65萬億元 +13.6%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6,977元 8,896元 +9.3%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979元 26,955元 +7%
農民工總量 25,278萬人 26,894萬人 +2.4%
城鎮化率 51.27% 53.73% +1.16%

製表：劉坤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坤領北京報道）「5、
6、7、8（元/個），價高肉少，都快吃不起了。」
京城白領小李對記者說，這是去年以來，北方名
吃驢肉火燒的漲價路線圖。

小李是一名北京高端培訓公司人事總監，辦公地
點位於東二環朝陽門商圈。「個人收入滿打滿算，
一年下來有個10 萬左右吧，但房租食宿壓力很
大，更不要談買房了。」他說，個人的收入基本都
來自於工資，公司每年按照職位晉升，漲幅在5%左
右。

回家買菜做飯省錢
「這一年生活上最大的感觸就是什麼都在

漲！」他說，與很多單身白領一樣，舒適的一居
室住房需要月工資的30%，適度的高消費以及進修
則花費40%，個人儲蓄大約僅佔10%左右。「去年
9月份房租到期後，正趕上大學生畢業季，房東一
下子漲租25%，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我也從單位
附近搬到了東四環居住。」

俗話說，一葉知秋。平民小吃的漲價路徑只是

一個縮影。「京二環內商圈快餐普遍漲價20%以
上，我們很多同事開始回家買菜做飯了。據說，
北京地鐵也要漲價了？！」

而身處證券行業的小馬更是連倒苦水，內地
IPO停擺一年，公司業務量大減；同時，家中添
丁，初為人父，開銷大增。「前幾
年最好的時候掙30多萬，去年獎金
都還沒着落呢，孩子用的進口奶
粉，一家三口每個月最少需要一萬
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坤領
北京報道）就內地70城樓市繼
續上行，逼近2010年市場增長
最高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
堂20日在回答媒體提問時稱，
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的同
時，內地市場出現了比較明顯
的分化趨勢，二三線城市總體
上比較平穩，個別三四線城市
房價出現下跌。
馬建堂表示，去年70個大中

城市中，一線城市的房價漲得
比較多。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有
這樣幾個原因：第一，一線城
市都是特大城市，人口多，剛
性需求和其他需求也都比較
強。第二，一線城市由於政治
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對流動人
口的吸引力是很強的。第三，
我們還要承認，一線城市土地
資源的稀缺性，尤其是好地段
的珍貴性，可能更加明顯和突
出。這些因素是去年一線城市
房價上漲的深層原因。

盼漲幅放緩勢頭持續
馬建堂說，但是，我們看到

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比較快的同
時，也要看到去年城市的房價
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趨勢，
二三線城市總體上講上漲還是
比較平穩，個別三四線城市特
別是四線城市有的房價還出現
了下跌，所以不能簡單用「部
分地區的房價上漲」來概括整
個去年中國房價完整的畫面。
「從12月份房價的數據可以

看到，70個城市無論是環比還
是同比，確實還是上漲，但是
上漲的幅度在減緩，我們也希
望這是好的勢頭，上漲幅度減
緩的勢頭能夠延續下去。」他
認為，房地產調控的見效需要
一個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廣州報道）內地
各省市兩會正在密集召開。從目前已經公佈的
數據可以看到，已召開「兩會」的26個省市
中，有20個下調了今年GDP的預期增長目
標，另有浙江、上海、湖北、新疆、西藏等與
去年持平。唯獨廣東提高今年預期增長幅度。
專家表示，因為受產能過剩、國際市場震盪等
影響，各地調低了增速，但經濟增長主要靠投
資拉動的現實，未有明顯變化。
記者注意到，山西省長李小鵬在政府工作
報告中指出，去年山西省GDP增長9%左
右，未能完成去年初10%左右的發展目標。
在表述201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時，李小
鵬用「首次突破萬億元」進行了表述。高達
20%增速的固定資產投資，對山西GDP的貢

獻仍然排在首位。特別去年最後四個月，投
資更是連續4個月保持在25%以上的高速增
長。即便如此，GDP增速還是比預期低了1
個點。

粵調高今年目標至8.5%
主打煤炭產業的山西，連年倡導要走出單

一依靠資源發展模式，去年再次落入低谷的煤
炭價格，也從旁證實，為煤所困仍是山西現
實。今年，山西省GDP增長目標回落到了
9%，投資的增速卻依舊保持在20%。記者統
計也發現，截至1月20日，與去年增長目標相
比，除了廣東逆勢提高，浙江、上海、湖北、
新疆、西藏與去年持平外，其他20個省市都
下調了增速，下調幅度從0.5至3個百分點不

等，下調幅度最高的內蒙古高達3個百分點。

不能再以增長率論英雄
在全國一片降速之聲中，唯獨有廣東在

2013年預期增速8%的基礎之上，把今年的
增長目標提高至8.5%。這也是廣東近兩年來
首次調高GDP增長目標。從表面數據來看，
廣東的增速僅提高了0.5個百分點，但是面
對總量6.23萬億（人民幣）的基數，增加的
絕對值卻不是一個小數字。廣東公佈的數據
也現實，去年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
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是今年的目標
增長指標中，投資增長仍然保持在18%的高
位。可見，投資也依然是廣東保證經濟增長
的重要方式。

中共十八大和三中全會先後提出，要糾正
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多次稱強調不能簡單
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去年召開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
2014年經濟工作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
GDP增長的關係，不能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
生產總值，要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
理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從而努力實現
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
後遺症的增長速度。
表面看來，各地都在積極落實調低速度，

但是高居不下的投資增速，卻暴露出，各地
主官擔心GDP增速下滑的思想包袱並未能真
正卸下。

在昨天的「2013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
佈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

經初步核算，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為568,845億
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2012年增長7.7%，
完成年度目標。去年國務院定出的GDP增長
目標是7.7%。
分產業來看，第一產業增加值56,957億元，增

長4%；第二產業增加值249,684億元，增長
7.8%；第三產業增加值262,204億元，增長
8.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
增9.7%。

固定資產投資減速
2013年，中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436,528億元，同比名義增長
19.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9.2%)，增速較2012年回落1個百分
點。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86,013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9.8%。
城鄉居民收入也呈現出增速放緩的態勢。馬建堂介紹，2013年，居

民收入繼續增加。全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9,547元。其中，城鎮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城鎮
居民收入增速沒有跑贏GDP。
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表示，去年除了電力、銀行和
汽車行業，很多行業的效益實際並不好，產能過剩和出口疲軟的影響
明顯。「城鎮居民收入和企業效益是掛鈎的。在企業效益不太好的情
況下，工資增長就比較弱。」

投資仍是首要拉動力
馬建堂稱，去年的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0%，資本形成
總額的貢獻率是54.4%，貨物和服務淨出口貢獻率是-4.4%。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表示，動態來看，消費
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仍顯不足，50%的貢獻率低於2012年5個百分
點；而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拉動力，貢獻率比2012年上升了7%
左右；出口貿易對經濟的增長貢獻與2012年持平。「雖然我們一直在
強調消費拉動經濟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經濟增長由投資為第一拉
動力的結構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樣的相對結構2014年也不會改
變。」
對於如何保證從地方匯總上來的數據整體真實可靠，馬建堂說，首
先是對企業數據實施聯網直報。其次，原始數據報到國家統計局以
後，根據一系列其他指標，比如用電量、發電量、貨運量、稅收等數
據進行評估。最後，加大案件的查處和曝光力度。「國家統計局劃定
了六條紅線，誰碰這個紅線就是碰到了高壓線，發現一起、查處一
起、曝光一起。」

內地GDP增7.7%
居民收入
專專家家：：應靠內需拉動經濟應靠內需拉動經濟 增速料續放緩增速料續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內地經濟增幅

連續三年放緩。國家統計局昨日稱，受去年第四季度投

資與消費減弱影響，內地全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幅錄得7.7%，為14年來最低，投資仍是經

濟增長首要拉動力。不過，城鎮居民收入實際只增長

7%，再次跑輸GDP增幅。專家指出，由於內地加快從

「出口投資驅動型經濟」到「內需拉動型經濟」轉變，

未來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

京白領歎房租食宿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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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增速仍在合理區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坤領北京

報道）2013年被稱為「改革年」，
GDP增速錄得 7.7%。經濟學家指
出，去年經濟處於回穩的勢態，經濟
總體平穩發展，改變了逐漸下降的格
局。落實國務院的一系列穩定經濟的
舉措發揮了作用。總體上看，經濟增
速、經濟持續增長、通脹，都達到了
預期的目標。隨着外需改善，部分改
革措施有助於釋放民間活力，預計今
年增長仍將落在合理區間。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

7.7%的增速是在預期內的，消費和投
資是主要的拉動力，「今年的經濟運
行面臨一些不確定性」。他認為，一
是內地仍面臨較為不確定的外部經濟
環境；二是結構性失衡仍可能釋放負
面效應；三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問
題仍然嚴重；四是經濟潛在增長率下
行壓力仍存。
連平表示，消費和投資的有力增長
是保持GDP平穩的主要因素。經濟
發展穩中向好主要還是依靠內需，出

口對GDP的貢獻相對較低。他認
為，2014年，一系列改革措施將繼續
推進落實，將對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
造成影響，改革會成為未來經濟發展
的最大變量。預計2014年經濟增速在
7.8%左右，且季度波動較小，全年運
行平穩。

增長穩健創造改革條件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

宏斌指出，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
長7.7%，全年7.7%，與預期相符。
去年12月工業、投資同比數據受基數
因素影響繼續放緩，環比增速相對平
穩。消費仍保持活力。增長穩健為今
年改革的加速推進創造了條件。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認為，

總體上來看，經濟增速的變化量也好，
經濟持續增長也好，通脹也好，都達到
了預期的目標，還是保
持回穩的態勢。由此來
看，2014年的經濟估計
也是穩定的中速增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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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內地去年內地GDPGDP增增77..77%%，，符合預期符合預期，，但城鎮居民收入仍跑輸但城鎮居民收入仍跑輸。。中新社中新社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
建堂出席新聞發布
會。 中新社

■一線城市因供應較少，樓價
仍上漲。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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