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駕馬車」發力 內地經濟企穩
首季GDP增6.7%符預期 工業增加值創9個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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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經濟首季「成

績單」昨日出爐，一季度內地

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

長6.7%，符合市場預期。拉

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

資、消費、出口均明顯加快，

工業增加值更超預期回升，創

9個月新高。國家統計局新聞

發言人盛來運表示，內地經濟

運行出現階段性築底企穩跡

象。中長期看，內地經濟或

為近似L型的走勢；短期看，

有可能是階段性U型和W型

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財政部昨日公佈數據顯示，受部
分地區房地產銷售回暖、房地產相關
稅收增長較快拉動，一季度財政收入
同比增長6.5%，其中房地產營業稅增
長速度高達 32%。與此同時，3月全

國 一 般 公 共 預 算 支 出 同 比 大 增
20.1%，顯示政府穩增長力度繼續加
大。

房地產相關稅收激增
數據顯示，3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

算收入1.15萬億元，同比增長7.1%。1
月-3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
3.89億元，同比增長6.5%，比去年全年
增幅提高0.7個百分點。其中，受一般貿
易進口下降、車輛購置稅政策調整翹尾
減收等因素影響，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
入同比增長1.2%；而由於房地產市場銷
售回暖，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
長10.4%。
從主要收入項目情況來看，受部分地

區商品房銷售回暖以及上年基數較低等
影響，房地產營業稅，以及相關的契
稅、土地增值稅、耕地佔用稅、房產稅
等均快速增長。1月-3月，營業稅同比增
長14%，剔除營改增轉移收入影響後增
長16.1%，其中房地產營業稅增長速度
高達32%。此外，房地產企業所得稅

764億元，增長15.1%。

證券印花稅大幅放緩
個人所得稅1月-3月增長也較快，增

速達到18.2%，其中財產轉讓所得稅增
長28.2%。去年高速增長的證券交易印
花稅今年增速大幅度放緩，1月-3月同比
下降15.7%。
財政部表示，從目前情況看，經濟下

行壓力仍然存在，結構調整面臨的困難
也較多，後期全國財政收入形勢仍不容
樂觀。
在財政支出方面，3月全國一般公共

預算支出仍然保持高速，同比增長
20.1%。賣地收入繼續增加，一季度土
地出讓累計收入增速已經轉正，同比增
長5.7%，其中3月增長16.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中國一季度
GDP同比增長6.7%，且從
工業增速、投資增速、
PPI、PMI、進出口等系列

宏觀數據看，經濟反彈跡象明顯。經濟學家
對此表示，中國經濟短期企穩，二季度經濟
有望繼續回暖，但內外部風險未消，且本輪
經濟刺激力度中等，未來還將有所波動再次
探底。

二季度有望繼續回升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一季度經濟

增速比前一季有所放緩，反映了經濟仍有一
定下行壓力。但是和前兩年相比，今年一季
度經濟表現明顯要好。以往一季度經濟總是
下一個台階，增速會出現0.3個-0.4個百分點
的回落，但今年一季度僅有0.1個百分點的降
幅。
連平預計，一季度經濟增速或是全年低

點。3月份以來經濟回暖，未來會進一步轉
暖，二季度經濟增速將出現向上趨勢。2016
年將成為中國經濟止跌企穩的一年，隨後將
在6.5%至7%的中高速增長區間內運行。
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姜超預計，一季

度經濟低開高走，在地產、基建的強力拉升
下，3月需求、生產均較1月和2月大幅改
善，預測二季度經濟有望繼續回升，通脹短
期保持在溫和區間。但經濟改善力度漸弱、
美元加息和通脹上行三大風險未消，仍需居
安思危。

真正觸底需多次驗證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還將反覆探

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就
指出，今年第一季度部分經濟數據轉好，有
短期因素的擾動，真正觸底需要未來幾個月
的落點來驗證，「中國經濟是否開始觸底，
需要多次驗證，未來幾個月是第一次驗證，
第二個低點如果不是更低，很可能構造一個
新的平台」。另外即使觸底，也不會大幅反
彈，未來經濟最可能呈現L型，L型的底部
有一個小的W型，這個平台維持5年至10年
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國家統計
局昨日發佈數據顯示，隨着房地產市場升溫，一季
度內地房地產開發投資大幅上升，同比名義增長
6.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1%），增速比1
月-2月提高3.2個百分點。同時，商品房銷售回暖，
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同比分別增長33.1%和
54.1%。
從三個前瞻指標看，房地產開發投資明顯改善。
1月-3月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長19.2%，增速提高5.5

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同比下降
11.7%，降幅比1月-2月收窄7.7個百分點；房地產
開發企業到位資金增速轉正，1月-3月同比增長
14.7%，1月-2月為下降1.0%。

首三月商品房銷售額增54%
統計局調查還顯示，3月份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

為94.18，比2月份提高0.51點。
從商品房銷售方面看，銷售狀況仍在持續回暖。

1月-3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33.1%，增速比
1月-2月提高4.9個百分點。1月-3月商品房銷售額
增長54.1%，增速提高10.5個百分點。

樓價分化調整走勢料延續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從去年下半
年以來，房地產出現了積極回暖的走勢，確實對經
濟保持穩定運行作出了重要貢獻。從一季度情況來
看，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有所提升的，初
步估算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綜合貢獻率比上年同期
提升了7-8個百分點。
對於未來樓價走勢，盛來運分析，分化調整走勢
仍會延續，但隨着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進一步完
善，分化程度會有所降低。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昨日表示，內地就業總體
穩定，3月份調查失業率比2月份略有提高，還是
在5.2%左右區間內小幅波動，總體比較穩定。前
三月城鎮新增就業318萬人，較去年同期減少了6
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31.8%。

居民收入「跑輸」GDP
盛來運認為，今年一些行業在壓產能，短期對部

分企業有些影響，再加上部分地區經濟下行壓力
大，人員安置的任務比較重，但總體上來講失業率
變化不大，也不會有很大的上升風險。服務業快速
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因此就業能夠保持總體
穩定。
另外，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6,619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名義增長8.7%，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低於同期中國GDP
同比6.7%的增長速度。這是自2014年開始該數據公
佈至今首次出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慢於當季GDP
增速的情況。
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55元，

同比增長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8%；農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78元，同比增長9.1%，扣
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59，比上年同期縮小0.02。

今年一季度GDP增長6.7%，這一增速低於去年
第四季度的6.8%，且創2009年一季度以來最

低增速。不過，盛來運表示，一季度中國經濟平穩
運行的同時，結構調整在加快推進，保持穩中有進
的態勢，3月份主要經濟指標都出現了積極的改
善，而且增長速度普遍比預期的高。

產業和需求結構繼續優化
從產業來看，3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

加快1.4個百分點，創出去年下半年以來的9個月高
點；相關的用電量提高近6個百分點，而且全社會
貨運量也提高將近4個百分點。服務業繼續保持較
快增長，3月份服務業指數比1月-2月提升了0.2個
百分點，達到8.3%。
從需求角度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穩中有升，1
月-3月同比名義增長10.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
長13.8%），加快0.5個百分點，增速連續第二個
月回升，也是2012年10月以來首次連續兩個月回
升；消費增長也比1月-2月加快；出口3月增速由
負轉正。
從價格情況看，3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

環比上漲0.5%，是2014年1月以來PPI環比首次正
增長，而且同比降幅連續3個月收窄。
從預期角度來看，製造業PMI在連續幾個月在
臨界點之下後又回到了臨界點之上。3 月為
50.2%；非製造業PMI指數是53.8%，比2月回升
1.1個百分點。
盛來運認為，當前內地經濟產業結構在繼續優

化。一季度第三產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第三產業
增加值增長7.6%，第三產業佔GDP比重是56.9%，
比去年同期提升2個百分點。需求結構也是繼續優
化的，尤其是投資和消費結構繼續優化，高技術產
業投資和服務業投資增長速度都保持比全部投資增
速高3個百分點左右，而且佔比也在繼續提高，高
耗能投資佔比繼續下降。

長期走勢料L型 短期U或W型
新經濟、新產品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一季度戰略

性新興產業增長10%，高技術產業增長9.2%。
不過盛來運強調，未來能否實現真正的企穩，
還要觀察一段時間。盛來運預計，從中長期來
看，中國經濟的走勢處在增速換擋的階段，換擋
成功以後，未來的經濟增長很有可能在現階段的
潛在增長率附近波動。中長期看，內地經濟很有
可能為近似L型的走勢；但從短期觀察，因為經濟
波動受外界因素干擾很多，有可能是階段性的U
型或者是W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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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尤其是3月份多項指標強
勁回升，令中國經濟收穫 2016
「開門紅」。房地產投資與基建
投資大幅反彈、新增信貸創歷史

記錄、M2增速高於13%目標等都顯示，本輪經
濟回暖受益於前期穩增長刺激政策。但光鮮數據
的背後，中國經濟的很多固有矛盾和缺陷並未化
解。

中國已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重化工業化步
入後期，但競爭力依然不強。如今，中國出國人
群的平均消費額已居全球第一，卻改變不了國內
產能過剩的現狀。投資主要用於大興土木，設備

投資和研發投資佔比太低，「十二五」中國僅三
項經濟指標未達預期目標，其中就包括研發經費
佔GDP比重。改革滯後導致收入結構的扭曲，
讓消費對GDP的貢獻處於較低的水平，而今年
首季居民收入更是兩年來首次「跑輸」GDP。

雖然有時候足球踢得不好，仍可憑借運氣好出
線，有時候經濟下行時，股市也會出現牛市，但
總體來說，一國的經濟發展有其內在運行的邏
輯，很難僥倖就獲得擺脫困局的機會。很多人擔
憂，中國經濟又走在上一輪刺激的老路上，而此
時更須矢志改革，中國經濟才能脫胎換骨，擺脫
困局。 ■記者 海巖

回升背後的喜與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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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一季度主要經濟指標
指標

GDP

工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資

房地產投資

消費

出口

CPI

PPI

居民可支配收入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製表：記者 海巖

同比增速（%）

6.7

5.8

13.8

9.1

9.7

-4.2

2.3

-4.8

6.5

房地產投資和銷售齊回升

就業增318萬 失業率微升

穩增長力度加大 財政支出急升20%

■■內地內地33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6..88%%。。圖為山西太原重工的工人正在調整採煤機圖為山西太原重工的工人正在調整採煤機。。中新社中新社

■內地今年首三個月商品房銷售額增長逾五成。圖
為內地一家房地產公司的售樓部。 中新社

■■上月房地產相關稅收激增上月房地產相關稅收激增。。圖為市民在上圖為市民在上
海一家房地產交易中心交納稅款海一家房地產交易中心交納稅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