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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當地時
間20日，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率重量級代表團抵達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2015年年會。20日抵達當天，李克強會見了世界經濟論壇
主席施瓦布。當地時間21日下午，李克強將在論壇年會上
發表特別致辭並答問。隨後，他會與論壇國際工商理事會
代表對話交流。據悉，李克強將闡述對國際局勢、世界經
濟形勢的看法以及問題的解決之道，介紹中國經濟形勢，
闡釋中方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政策。
李克強20日上午率重量級代表團，離開北京赴達沃斯出
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隨行人員包括王毅、徐紹史、高虎

城、周小川等多位高級官員。任正非、馬雲、林毅夫、李
稻葵等多位中國工商界學界精英都會雲集論壇。在全球經
濟復甦曲折乏力的背景下，世界期待傾聽中國聲音。
李克強抵達後，首先會見了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

此次是李克強首次以總理身份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也
是中國領導人時隔五年再次出席論壇年會。2009年溫家寶
總理、2010年李克強副總理曾分別出席論壇年會。外界認
為，中國總理此次與會將增加論壇年會的「中國分量」。

介紹中國形勢提振世界信心
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主題是「全球新局勢」。四

個分議題則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科技四個重要領域，分

別是增長與穩定、危機與合作、社會與安全、創新與產業。
據透露，李克強將在年會上傳遞三方面重要信息。一是對
國際局勢、世界經濟形勢以及問題解決之道的看法，推動
世界經濟穩步復甦，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
長。二是介紹中國經濟形勢，增強各方對中國經濟和新興
經濟體發展前景的信心，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的認識、理解和支持。三是闡釋中方全面深化改革
開放的政策。
結束論壇年會活動後，李克強將對瑞士進行工作訪問。

他將同瑞士聯邦主席索馬魯加等瑞方領導人在達沃斯舉行
雙邊會談。中瑞有望在金融、經貿、科研、食品與藥品及
人文等多個領域達成重要共識，宣佈一批新的合作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中消費的穩定器作用正在凸顯。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2014年12月
社會消費品零售同比增長11.5%，創四個
月新高。2014年全年社會消費零售同比增
長10.9%，對GDP的貢獻率近年來首次
超過50%，其中網上零售增長強勁。
12月社會零售銷售增速開始企穩，銷

售增長的亮點來自手機之類的通訊器
材，12月增速高達58.1%，此外地產銷
售改善對於傢具、家電音像等行業有所
拉動，當月增長達到13.2%和12.6%。而
受到成品油價格影響，油製品銷售上漲
僅為1%。
數據顯示，2014年最終消費支出對

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1.2%，比上年提
高3.0個百分點。2014年全年，中國電商
業務蓬勃發展，全國網上零售額27,898
億元，同比增長49.7%，相當於全年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昨日透露，
去年全國居民收入堅尼系數為0.469，延
續2009年以來的下行趨勢，但仍高於國
際警戒線0.40。
堅尼系數用來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

程度，其數值在0和1之間，越接近0就
表明收入分配越趨平等，反之則越趨不
平等。按照國際標準或者世行的標準，
堅尼系數0.4以上就表明這個經濟體的收
入分配還是存在着很大的改進餘地。
2003年至2013年中國居民收入堅尼系

數，其數值多在0.47至 0.49之間，在
2008年達到頂峰0.491，近年來城鄉居民
收入差距縮小，堅尼系數逐步下行，至
2013年為0.473。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根據城鄉一體

化住戶調查，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0,167元人民幣，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8.0%，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實際增長6.8%，2013年以來持續
低於經濟增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實際增長9.2%，高於經濟增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2014年中國樓市出現近年
罕有的價量齊跌態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房地產開發投
資同比增速降至10.5%，為本世紀以來最低值，新開工、銷售等多
項指標均出現負增長。專家分析，中國房地產投資增速已告別多年
「兩位數」增長的黃金時代。
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95,036億元（人民幣，

下同），比 2013 年名義增長 1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9.9%），增速比1月至11月回落1.4個百分點，比2013年回落9.3個
百分點。12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8,435億元，較11月9,381億元
的投資有所回落，顯示出房地產開發投資持續低迷。
統計局並公佈，2014年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10.7%；商品房
銷售面積同比降7.6%，銷售額下降6.3%。
銷售下滑的同時，各地商品房庫存依然高企。2014年末，商品房

待售面積62,169萬平方米，比11月末增加2,374萬平方米，比2013
年末增加12,874萬平方米。
專家分析指出，中國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告別多年的「兩位數」
增長時代，從全國房地產供求及庫存的數據來看，整體消化周期仍
然較長，許多全國重點城市的消化周期超過一年半。
去年12月，房地產銷售趨於回暖。12月，商品房銷售面積18,932

萬平方米，高於 11 月的
13,223萬平方米；商品房銷
售額11,811億元，比11月增
加3,715億元。單月銷售面積
和銷售額創2014年新高。
預計 2015 年成交將繼續

小幅回暖，轉正為個位數增
長；房價環比上半年或可轉
正，全年同比可能穩中微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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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抵達沃斯將縱論世界經濟解決之道

中國 首破60萬億去年
GDP

增增77..44%%創創2424年新低年新低 今年料今年料「「穩中緩降穩中緩降」」

去年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6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達到
636,463億元，同比增長7.4%，增速滑落至1990年以來的新

低。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7.4%，二季度增長7.5%，三季度增
長7.3%，四季度增長7.3%。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58,332億
元，比上年增長4.1%；第二產業增加值271,392億元，增長7.3%；
第三產業增加值306,739億元，增長8.1%。從環比看，四季度國內
生產總值增長1.5%。

「三駕馬車」同時回落
「三駕馬車」均現回落。2014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
15.1%，增速比2013年回落4.1個百分點；全年消費實際增速為
10.9%，增速比2013年回落0.6個百分點；全年出口增長6.1%，增速
比2013年回落了1.8個百分點。

馬建堂：增速符合「新常態」
對於去年7.4%的增速，馬建堂認為，這一增速符合「新常態」下

經濟發展增速換檔的客觀規律，中國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不過他
也指出，中國經濟面臨增速換檔、結構調整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疊
加，房地產調整和地方債的風險正在累積，但風險總體受控，下行
壓力很大。
在經濟減速過程中，去年結構調整閃現亮點，投資對GDP增速貢
獻率降低到48.5%，最終消費對中國GDP增長貢獻率則提高到
51.2%，首次超過50%，比上年提高3.0個百分點。另外，第三產業
增加值佔比也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達到48.2%，工業中的高技
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2.3%，佔比提高10.6%。
對於今年中國經濟，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向本報分析
稱，今年中國經濟將呈穩中緩降的態勢，投資可能繼續放緩，製造
業仍面臨化解產能過剩的壓力，房地產投資將繼續大幅減速；而隨
着就業和收入的穩定增長，消費需求將基本穩定，預計全年GDP增
長7%左右。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預計2015年GDP增長7.1%至7.2%，
在底線思維下，穩增長力度將繼續加大，貨幣寬鬆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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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昨日揭曉

2014年經濟成績單，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

增速降至7.4%的24年來最低位，但高於市場預期的

7.3%，並基本實現年初制定的「7.5%左右」的目標。

綜合數據分析，去年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均現回

落，顯示中國經濟內需乏力，產能過剩並未根本緩解，

通縮陰影揮之不去。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中國

經濟處於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階段，下行壓力很大。

專家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將「穩中緩降」，全年GDP

增速7%左右。

樓市價量齊跌
告別「兩位數」增長

堅尼系數0.469六連降

李克強瑞瑞士士行行

海
巖

消費對GDP起穩定作用

市場期待寬鬆政策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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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創24年新低，內地
經濟學家普遍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可能
面臨投資疲軟、消費回落、出口穩而不
強的態勢，GDP增速將進一步下行，尤
其一季度數據可能更加惡化。市場對於
後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一步加碼的
呼聲漸高，希望以此來穩定經濟。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雖然

出口可能略有回升，消費繼續保持平穩，
但投資增速回落仍將拉低經濟增長，2015
年GDP同比增速將略低於2014年，初步
預計在7.2%左右。「2015年中國經濟可
能面臨國際環境變化、工業領域通縮及地
方債務違約壓力等不確定性。」

連平認為，今年貨幣和財政政策均有
空間，可能會擴大財政赤字，降息降準
也都有可能。就目前情況看，考慮到外
匯佔款負增長，人民幣匯率有貶值壓
力，內外環境變化，再維持存款準備金
率在20%的高位已沒有必要，降準存在
一定空間。
中金公司則分析稱，今年一季度經濟

數據仍可能繼續惡化，經濟最差的時候
還沒到來，後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
需要進一步加碼來穩定經濟。2015年房
地產投資增速仍將慣性下
滑，保增長壓力較大，而
外部經濟的動盪也導致外
需具有不確定性。

去年，構成「克強指數」
的 三 大 指 標 中 ， 「 用 電
量」、「鐵路貨運量」大幅
下滑，唯「銀行信貸規模」
大幅擴張創歷史新高，甚至
超過 2009 年刺激政策最寬
鬆時。中國經濟在 2014 年

放緩，或許只是未來較長時期內經濟減速的
一個序曲。對於龐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來
說，信貸擴張、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正在耗
盡增長動力。中國經濟最差的時候或許還未
到來，但新生動力的改革已經開始發力：政
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干預在減少，市場的決
定性作用正日益凸顯，持續健康發展理念正
成為人們的共識。

昨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用電量數據令市場
頗感意外。反映工業生產的活躍度和工廠開
工率的用電量，2014年同比增速僅3.8%，比
2013年的7.5%劇減3.7個百分點，創2003年
來最低值，大大低於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年
初預計的6.5%—7.5%的增速目標。

反映經濟運行狀況和效率的鐵路貨運量，
雖然全年指標尚未公佈，但前 11 月連月下
滑、負增長5.2%，足以說明貨運市場的慘淡
和頹勢，外界預料全年鐵路貨運量負增長已
成定局。

信貸規模擴張創新高
至於反映市場信心和風險的信貸指標，同

樣令人大跌眼鏡。2014年新增人民幣貸款達
到9.78萬億元，超出2009年最為寬鬆之時，
創出歷史新高；但廣義貨幣供應量（M2）卻
大大低於13%的目標。

過去十多年，中國經濟依賴低工資水平、
高污染產業及房地產建設實現高速增長，而
今傳統的增長動力開始衰減，正是當下經濟
下行的主要原因。人口紅利的消失，削弱了
製造業的競爭力；過熱的樓市放緩，預計今
年這種趨勢還會繼續，將對鋼鐵、水泥和玻
璃等長期產能過剩的產業造成進一步打
擊……與此同時，改革紅利的到來則需更長
時間等待。

經濟學家們認為，中國經濟2014年的放緩
只是未來較長時期內經濟減速的一個序曲。
通常較為樂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周
一預計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降至6.8%。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研究則認
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降至6.7%。由
此，這位政府智囊向決策層提交的報告建
議，2015年乃至「十三五」中國經濟的預期
增長目標應定在6.5%—7%左右，以此來避免
不必要的刺激和經濟泡沫。實際上，中國在
過去兩年中沒有尋求高於預期目標的增長速
度，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
的過度干預，緩解產能過剩的加
劇，避免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
革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李克強抵達瑞士蘇黎世，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
論壇年會並對瑞士進行工作訪問。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2014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年中國經濟增長77..44%%。。圖為圖為
上月中國—東盟上月中國—東盟（（南寧南寧））國際汽車展覽會熱鬧場面國際汽車展覽會熱鬧場面。。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去年堅尼系數為0.469，自2009
年來連續第6年下降。圖為外來務工人員
在一廢舊品回收站等待生意。 中新社

■中國2014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同
比增長11.5%，創四個月新高。圖為福
州民眾在超市購物。 資料圖片

■馬建堂表示，房地產調整的風險總
體受控。圖為山西太原民眾在房企售
樓部挑選戶型。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