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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國際

及國內多重因素疊加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中國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GDP）同比增長6.9%（見圖），降至2009年二季度以來的最低水

平，且為 6年來首度跌破「七」。經濟學家預

計，四季度中國經濟可能繼續下滑，全年

GDP有「破七」風險，穩

增長政策將繼續加碼。

上季增6.9% 6年來最低 今季恐續弱

谷谷勢加碼 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2015年第三季度起，中國開始實施
季度GDP核算改革，並首次發佈分季度
GDP的絕對額和增速。2015年三季度
GDP絕對額為173,595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6.9%，略高於市場預期。國家統
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昨日表示，改革
對季度GDP同比增速的影響不大，且更
有利於生產出高質量的GDP環比數據。

衡量經濟更準 更反映短期變化
盛來運表示，10月初，中國由原來的
數據發佈通用系統GDDS，正式過渡到

SDDS。開展季度核算後，可以直接獲得
當季GDP數據，無須間接計算，分季核
算GDP數據質量更高，能夠更準確地衡
量當季的經濟活動，更靈敏地反映宏觀
經濟運行的短期變化。
盛來運認為，改革對季度GDP同比增

速的影響不大。GDP核算必須保持口徑
的可比，雖然制度、方法有些變化，所使
用的基礎數據在總量上會有一定變化，但
用於計算同比速度的上年同期數字也做了
同樣調整。所以，利用這些基礎數據核算
出的各季度GDP的絕對額雖然有所變
化，而速度則變化不大。

盛來運還指出，環比增速是按照季節調
整模型計算的，國家統計局與國內一些知
名高校，在西方核算模型基礎之上構建了
中國的環比計算模型，考慮了中國的春
節、黃金周等節假日的影響，這個模型會
根據最新數據進行自動數據修正。
所謂GDP季度核算改革，就是由原來

的GDP累計核算改為分季核算，過去中
國分別核算1季度、1至2季度、1至3季
度和1至4季度的累計GDP，進而倒推
季度GDP，改革則直接核算1季度、2季
度、3季度和4季度的當季GDP，累計
GDP由當季GDP相加得到。

統計局：按季核算 影響增速微

❋由2013年第4季至上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9

月經濟運行數據顯示，中國經濟

下行壓力依然較大。9月中國工業

增速降至近半年來的新低，在拉

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

在出口增速回落的同時，固定資

產投資增速亦急速下滑至2000年

以來的新低，唯消費一枝獨秀，9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銷售同比增長

10.9%，創今年以來的新高。

數據顯示，9月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5.7%，比8

月份回落0.4個百分點。從環比

看，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比上月增長0.38%。同時，9月發

電量亦顯著下滑，同比下降

3.1%，而8月為增長1%。9月用

電量萎縮同樣顯著，同比下降

0.2%，8月為增長1.9%。

頭9月網購續漲36.2%

在投資方面，1月至9月全國城

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

10.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2%），增速比1月至8月回落

0.6個百分點。分產業看，第一、

二、三產業投資增速較1月至8月

有所回落，其中第三產業中的鐵

路運輸業投資增速回落8.1個百分

點。分地區看，僅中部地區投資

增速較1月至8月微增0.1個百分

點，東部和西部地區投資增速分

別回落0.9個和0.6個百分點。

不過，在出口和投資回落的同

時，消費增長穩健成為經濟運行

亮點。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名義增長10.9%（扣除價格因

素實際增長10.8%），創今年以

來的新高，比上月提高0.1個百分

點，增速逐月上漲。

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相關的一些

行業，如旅遊、保健、衛生、教

育、醫療等增長速度都非常快。網

購繼續保持快速增長，1月至9月

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36.2%，

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佔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一成。

■■內地去過剩產能內地去過剩產能、、去泡去泡
沫沫、、去槓桿仍未完成去槓桿仍未完成，，中中
國經濟可能有國經濟可能有「「慣性下慣性下
滑滑」」的風險的風險。。 新華社新華社

三季度中
國 GDP 6
年以來首次跌破 7%，
經濟運行呈現明顯分
化，凡是與工業、投資

等傳統增長模式相關的行業、區域都
困難重重，而新產業、新業態組成的
新動力，雖初具規模但難以彌補傳統
引擎放緩形成的缺口。在新舊經濟動
力轉換尚未完成之際，預計第四季度
中國經濟將面臨慣性下滑風險，降準
等穩增長政策將擇機出台。

四季度經濟下行壓力仍巨
由於工業經濟下滑壓力持續，固定

資產投資增速回落，及經濟增長在地
區之間出現分化的態勢，四季度經濟
下行壓力仍巨大。國信證券宏觀研究
員董德志認為，一方面，金融業拖累
經濟增速三季度並不會很明顯，將集
中體現在今年四季度至明年二季度。
第三季度股市成交增速約220%，預計
四季度會降至20%，明年一二季度負
增長。另一方面，工業無亮點，預計
可能維持低位徘徊，投資增速則快速
下滑，製造業、房地產、基建三大投
資增速均有所回落，政府通過基建大
幅拉升投資促進增長的預期落空。未
來擴大基建仍會是投資和增長的托底
手段，但向上拉升的空間並不大。綜
合來看，預計今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可
能繼續下滑，到明年三季度經濟方能
企穩。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課題組
報告也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去過剩產
能、去泡沫、去槓桿仍未完成，第四

季度國內和國際經濟形勢更加
嚴峻，國內經濟有「慣性下

滑」的風險。國際金融市場震盪劇
烈，外部衝擊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穩定
的影響不可低估。第四季度需更加突
出防禦性宏觀政策，以防範經濟金融
風險。進一步實施積極有效的財政政
策和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特別是促
進投資穩定增長，防止經濟硬着陸。

有分析指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
經濟原有增長模式將繼續萎縮，新的
動力正在形成，但這些動力是分散
的、脆弱的，且體量小，對沖原有動
力的能力有限。因此，在產能過剩徹
底出清之前，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進
一步下滑，預計2015年維持在7%左
右，2016年經濟增長目標則將下移至
6.5%左右。

可結構性減稅 激發內需
在宏觀政策方面，多數行業產能過

剩嚴重，即使採用大規模的刺激，也
很難帶動民間投資，因此，穩住底線
和推動改革是宏觀政策的主要任務。
財政政策方面，在做好過剩產業、困
難地區的民生安置工作基礎上，大力
推進農村土地改革等結構性改革，實
施結構性減稅，激發經濟內需的動
力。貨幣政策將視外匯佔款的減少情
況繼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總體保持
中性適度的貨幣政策環境。推進匯率
市場化改革，擇機實現利率市場化和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爭取人民幣
早日加入SDR，以進一步提高金融資
源配置效率。 ■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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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及國內多重因素疊國際及國內多重因素疊
加加，，令中國上季令中國上季GDPGDP 66年年
來首度跌破來首度跌破「「七七」。」。新華社新華社

■■9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大幅增長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大幅增長
1010..99%%，，創今年以來的新高創今年以來的新高。。 路透社路透社

■■盛來運指出盛來運指出，，中國總體平穩中國總體平穩
的基本面沒有變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運行仍經濟運行仍
在合理區間在合理區間。。 中新社中新社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487,77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9%。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增長7%，二季度增長7%，三季度增長6.9%。從環比
看，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8%。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為7%，三季度6.9%的增速是自2009年

第二季度以來，中國GDP首次破7%。今年年初政府制定的經濟增長
目標為「7%左右」，雖然下半年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仍在7%左右的

目標區間內。

環球復甦遜色 美勢加息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國際層面的因素和國內層面的因素相
互疊加，加大了三季度經濟下行的壓力，這是三季度經濟增長速度有所回落
的重要原因。
從國際層面來看，盛來運認為，世界經濟的復甦不及預期。近期世界銀
行、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紛紛下調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普遍下
調了0.2個到0.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美國的加息預期進一步強化，造
成世界大宗商品的價格、股市、匯市出現大幅動盪，許多國家貨幣出

現進一步貶值，加大了中國出口的壓力。

出口挫5.7% 下行壓力增
三季度中國對外出口下跌5.7%，降幅比二季度擴大
了2.8個百分點，盛來運認為，「三駕馬車」中，出
口的下行壓力是加大的。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盛來運表示，主要是中國仍處在結
構調整的關鍵階段，傳統產業不僅在去庫存，而且正實實在
在地去產能，鋼鐵、水泥、建材這些傳統產能過剩行業的增
速都出現了下滑。「前三季度，粗鋼產量下降了2.1%，水
泥產量下降了4.7%。短期而言，去產能對工業下行產生了
壓力。同時，前期增長比較快的汽車、手機這些行業，市
場容量亦進入了調整期。」
不過盛來運也指出，雖然經濟增速略有回落，但是仍
在7%左右，總體平穩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運行仍在
合理區間。
盛來運指出，就業指標總體表現較好，前三季度
新增就業超額完成全年的計劃目標。9月調查失業
率數據是在5.2%左右，比前兩個月略有上升，主
要原因是8、9月正是中國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力
市場的旺季，所以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勞動力市
場的壓力，但是主要的25歲至60歲的就業人
員調查失業率仍是穩定的。
同時，產業結構調整在繼續推進，突出表

現在服務業增長較快，產
業結構由原來的工業主導向
服務業主導轉變的趨勢更加
明確。第三產業佔GDP的比
重達51.4%，比去年同期高出
2.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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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駕馬車」 消費「獨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