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GDP三季均增6.7%
主要靠房地產基建投資 消費增速年內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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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第三
季度經濟「成績單」昨日出爐，第三季度國內生產
總值（GDP）同比增長6.7%，連續三個季度持平，
包括民間投資在內的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速扭轉了
連續下滑態勢出現企穩回升，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
增速也持續回升至5.8%，消費增速則創下年內新
高。專家表示，三季度主要經濟指標均出現企穩回
升跡象，但主要依賴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支撐，隨着
房地產調控加強，中國經濟明年將面臨更多挑戰。

20162016年年1010月月202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A6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趙漢東

內地首三季經濟指標
指標 同比增速

GDP 6.7%

工業增加值 6%

投資 8.2%

房地產投資 5.8%

民間投資 2.5%

消費 10.4%

出口 -1.6%

CPI 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整理：海巖

數據顯示，內地首三季度GDP同
比增長 6.7%，一季度、二季

度、三季度均同比增長6.7%。國家統
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三季度
經濟增長趨穩，其中工業的趨穩態勢
更加明顯，三季度工業增加值同比增
長6%，比上半年加快0.1個百分點，
工業用電量、發電量、貨運量等指標
明顯加快。從經濟運行區間指標看，
GDP增長6.7%，CPI上漲2%，調查
失業率5%左右，經濟企穩的基礎加
強。

投資增速首度回升
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看，今
年三季度除出口增速繼續下滑外，投
資和消費均出現回升。首9個月固定
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8.2%，比1月
至8月加快0.1個百分點。這是投資累
計增速在今年以來首次回升。
令投資增速止跌回穩的主要動力，來
自民間投資和房地產投資。首9個月民
間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5%，增速比1月
至8月加快0.4個百分點，在連續下滑
20個月後首度出現回升，但仍處於歷
史低位；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速也繼續回
升至5.8%，較1月至8月回升0.4個百
分點，達到三季度最高增速。

汽車房產銷售勁增
消費方面，在汽車和房地產銷售強
勁增長的帶動下，9月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0.7%，較8月
回升了0.1個百分點，為今年以來最
高增速。首三季度商品房銷售額同比
增長41.3%，9月住宅銷售額更出現
井噴，同比增長61%。

盛來運還透露，首三季度消費對經
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比去年同期
提高13.3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的貢獻
率是36.8%，略有下降；淨出口貢獻
率是負7.8%。
盛來運更指出，首三季度房地產對

GDP增長貢獻率在8%左右，房地產
銷售對GDP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9月末以來，內地已有至少21個
城市出台了房地產調控政策，實施限
購和限貸的措施，扭轉了兩年來鬆綁
政策支持購房的局面。對此，盛來運
表示，房地產新政策起到降溫作用，
引導樓市回歸合理軌道，但不能誇大
房地產調控對經濟的影響。房地產調
控集中在一線城市和少數熱點二線城
市，短期看對這些城市商品房銷售和
投資都會帶來一定壓力，對全國的影
響還有待觀察。這輪調控主要針對投
資性和投機性需要，對改善性需求和
剛需仍然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內地經濟增速連續三個季度持平於6.7%，
經濟學家表示，這顯示經濟初步企穩，預
計四季度GDP增速繼續慣性回升，但明年
中國經濟可能面臨較大壓力和調整，樓市

調控對經濟的影響可能從明年第二季度逐步顯現。
華泰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李超表示，消費是當前經濟增

長的最主要構成，耐用品消費的高速增長貢獻最大，9月
汽車類消費同比增長13.1%，與地產銷售產業鏈相關消費
增速較快。但隨着地產調控政策對房地產銷售的衝擊逐步
顯現，後期經濟下行壓力仍存，消費增速將溫和下行。

需更多政策對沖負面影響
李超預計，國慶假期間針對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出台的

「因城施策」的地產調控措施，很快會使成交量萎縮，並
進一步導致地產投資的下降。雖然四季度經濟不會出現明
顯下滑，但明年的地產投資增速會出現明顯下降，並拖累
經濟增長，因此需要更多的政策對沖。
李超表示，明年國家會對地產調控的負面影響做對沖。

一方面加大高鐵、海綿城市、環保等領域的基建投資；另
一方面會加大一二線城市土地供給，結合1 億人落戶加快
新型城鎮化相關建設，激勵地方政府通過增加人員落戶的
方式獲得建設用地，緩釋地方財政壓力，同時去三四線城
市地產庫存，完成農村土地使用權變現和整合。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也指出，今年三

季度中國經濟企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房地產和基建投資
發力，但很明顯這一動力不可持續。

擴目標區間降穩增長壓力
章俊預計，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負面效應在明年二季度逐

步顯現，同時基建投資的拉動效應也會重新減弱，再加上
美國如果在今年12月加息導致全球經濟可能出現大震盪，
中國經濟受這些因素影響，明年二季度末可能重現疲態。
屆時基建投資的空間已很有限，再次放寬房地產調控則可
能引發風險以及帶來社會輿論壓力，令決策層很難再依靠
重啟房地產投資來支撐經濟，屆時政策層面的騰挪空間將
極為有限。章俊建議，明年適當擴大經濟增長目標區間，
將區間下限調至6%，可以降低政府穩增長壓力、有利於推
動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在宏觀經濟企穩的同
時，就業作為衡量經濟運行在合
理區間的下限指標，好於預期。
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數據顯示，
首三季度內地城鎮新增就業
1,067萬人，提前一個季度完成
年初制定的全年1,000萬人的預
定目標。

調查失業率首次低於5%
9月份31個大城市的城鎮調查

失業率低於5%，這是該項數據
自2013年6月份開始公佈以來首
次低於5%。不過，在就業穩定
的同時，首三季度內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實際增長
6.3%，略低於同期GDP增速，
這已是居民收入連續第三個季度
跑輸GDP。
在經濟下行背景下，近兩年城

鎮新增就業穩定，今年更出現失
業率下降，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

曾湘泉分析，這與服務業成為就
業主力有關，去年服務業在第三
產業中的佔比首次超過50%；再
加上新經濟行業發展助力，大眾
創業不斷推進，令就業彈性大大
增強。另外，從勞動力供給看，
16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
量近幾年每年減少300萬到400
萬人左右，也減輕了就業壓力。
對於未來就業形勢，曾湘泉表

示，去產能仍是穩就業的最大變
數，去產能行業中處於隱形失業
狀態中的職工大部分還沒有納入
失業統計，隨着去產能的深化，
地域性的失業風險也在累積。

居民收入連續三季跑輸
另外，在收入方面， 國家統

計局數據顯示，首三季度，中國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35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名義增
長8.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
長6.3%，比上半年減少0.2個百
分點。同期，中國 GDP 增速
6.7%，居民收入增速略低於
GDP增速，已是連續第三個季
度居民收入跑輸GDP。
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5,337 元，同比名義增長
7.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5.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998元，同比名義增長8.4%，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為2.82，
比上年同期縮小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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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專家表示，，內地三季度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企穩回升跡內地三季度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企穩回升跡
象象，，但主要依賴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支撐但主要依賴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支撐。。圖為南京市民圖為南京市民
在當地一處樓盤內諮詢了解樓盤情況在當地一處樓盤內諮詢了解樓盤情況。。 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內地提前完成年初制定全年
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的目
標。圖為廣西一家企業的工人
在車間作業。 新華社

昨天上午，為阻止游蕙禎、梁頌恆重新宣誓，
建制派議員發起集體離場，令該次大會因法定人
數不足而流會，成功令游、梁無法進行宣誓就任
的程序。這個正義的行動，是為了阻止極少數挑
戰國家、侮辱民族且毫無悔意的敗類混入立法
會，從而維護立法會的尊嚴，維護「一國兩
制」、基本法，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及法治精
神。在司法程序正在進行的情況下，如果通過重
新宣誓造成游、梁就任的既成事實，是對法治的
不尊重。廣大市民都期待立法會主席能夠本對
法治精神的尊重，押後處理梁游重新宣誓的問
題，直至司法程序完成。

前晚高等法院批准特首和律政司的司法覆核申
請，排期在下月3日開庭審理。許多法律界人士都
指出，高院雖然沒有對游、梁重新宣誓發出臨時
禁制令，但既然法庭已經受理並排定日期審理，
就不能讓游、梁在昨天進行重新宣誓，必須等待
法庭審理結果，立法會主席當然應該押後處理有
關候任議員的重新宣誓事宜。遺憾的是，游、梁
二人依然獲安排在昨天的立法會大會上重新宣
誓。很顯然，如果游、梁二人昨天能夠通過宣誓
程序，就會正式成為「尊貴」的議員。一旦出現
這個結果，游、梁二人在之前的宣誓中，抵觸基
本法、侮辱國家民族同胞的行徑，就無法得到追
究。在香港主流民意的一片強烈譴責聲中，如果
游、梁二人竟然不需要道歉認錯，無須付出任何
代價，就可以在立法會主席的違規「放生」之
下，躋身立法會莊嚴的殿堂，難道這不是一件非

常荒唐的事情嗎？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面對香港主流社會洶湧澎

湃的譴責之聲，游、梁二人依然對其在上次宣誓
時的醜行毫無悔意，聲稱對有關行為「並無後
悔」，「不能輕易就宣誓作出道歉」云云。顯
然，他們是在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庇護之下，擺出
了一副「你奈我何」的無賴姿態，決意與主流民
意為敵。可以設想，他們如果正式成為議員之
後，定會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地播「獨」搗
亂，立法會議事堂會更加烏煙瘴氣、雜亂無章。

香港主流社會和廣大市民絕不會坐視這種惡劣情
形出現。建制派議員廖長江表示，雖然流會是痛苦
的決定，但在法庭就司法覆核有結果前，別無他
法。事實上，建制派議員採取一致行動，阻止梁游
再次宣誓的鬧劇上演，本身就是一個維護立法會形
象、維護香港法制的正義之舉。建制派議員團結一
心，共同行動，反映出大家對這件事關「一國兩
制」能否持續成功落實的大是大非問題，原則立場
相當堅定。他們對蓄意攻擊和挑戰國家及香港特區
的言行，採取強烈譴責和全力阻止的做法，為確保
立法會風清氣正，真正成為服務香港社會及廣大市
民的立法機構，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包括許多建制派議員在內的社會人士都強調，
游、梁在上次宣誓儀式上的所作所為，已經表明
他們根本不遵守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不尊重國
家，不尊重香港特區，不尊重香港市民，在法律
上已經喪失議員資格。對他們唯一正確的處理方
法，就是依法按規把他們剔除出議員行列。

建制齊心阻游梁重誓 立會主席應尊重法治
政府就梁頌恆、游蕙禎的宣誓問題申請司法

覆核及臨時禁制令，被反對派質疑為行政干預
立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強調，政府絕對
尊重立法會，沒有破壞三權關係，也不會破壞
行政立法關係。政府申請覆核的理據，不僅是
因為憲制上特首是特區之首，有責任有權力保
證基本法的實施和維護香港法治；而且本港法
律中，律政司被賦予權力介入涉及立法會的違
反法律的事件。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73
條，律政司司長有權以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為
由，提出法律訴訟。阻止表明反對基本法、不
符合法律要求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法理依據
清晰充足，更是行政機關落實和履行基本法的
憲制責任，藉以確保議員宣誓和立法會運作符
合基本法要求，是依法維護制度公義、捍衛法
治的切實體現。行政干預立法之說，根本是刻
意誤導、無稽之談。

《立法會條例》第73條規定，「以喪失資格
為理由針對任何人提出法律程序」，當中第一
款提到「選民或律政司司長可針對任何以議員
身份行事或聲稱有權以該身份行事的人，以該
人已喪失以該身份行事的資格為理由，在原訟
法庭提出法律程序。」游蕙禎、梁頌恆在10月
12日立法會首次大會的議員就職宣誓上，不依
法宣誓，拒絕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區，毫無疑問已喪失議員資格。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機構包括立法會都不
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既然游蕙禎、梁頌恆已經

無資格履行立法會議員職務，卻又企圖通過重
新宣誓而履行議員的權責，律政司理所當然可
以引用《立法會條例》的相關條款提出訴訟，
釐清游蕙禎、梁頌恆二人的就任資格是否已無
效，保證議會的組成合法。而議員是否合法就
任，不是立法會自己可處理的問題，《立法會
條例》第73條的規定正正體現了這點。律政
司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力，向法庭尋求解決，完
全是法律問題，不存在所謂的行政干預立法。

政府尊重立法會，不干預立法會的內部運
作，但特首和行政機關亦有責任落實和履行基
本法，當發現履行基本法出現問題時，有責任
將問題以適當的法律途徑去處理。律政司是政
府的法律顧問，為政府提供法律意見，有責任
維護法治和公眾利益。游蕙禎、梁頌恆的宣誓
明顯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21 條、抵觸基
本法第104條，更大肆散播「港獨」言論，根
本違法違憲。依法拒絕「港獨」分子入侵立法
會，關乎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關乎香港的
繁榮穩定，是大是大非的憲制問題。

律政司依法防止「港獨」分子非法躋身立法
會，不容立法會變成辱國播「獨」的平台，保
證立法會按照基本法的正軌運行，是維護制度
公義、捍衛法治的職責和使命，不僅不是「行
政干預立法」，更是保證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不變形、不走樣的必要之舉，符合香港的
整體利益，順應主流民意，得到社會各界的一
致支持。

政府提覆核法理充分絕非干預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