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去年GDP增6.9% 七年來首提速
經濟總量首破80萬億 發改委料今年增速微降

數讀經濟亮點
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300萬，12月末城鎮
調查失業率4.98%；

鋼鐵去產能5,000萬噸左右，煤炭去產能1.5億
噸以上，煤電去產能5,000千瓦；

商品房去庫存1.06億平方米；

減稅降費1萬億；

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增加
值都在10%以上；

實物網上商品零售額增長28%；

日均新登記企業1.66萬戶；

前 11 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21.9%，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利潤增長
30.4%；

單位GDP能耗下降3.7%，超過3.4%的年度目
標；

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3%，
跑贏了人均GDP。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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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熱議
■《日本經濟新聞》：
中國經濟時隔七年首次加速增長，為經濟增速放
緩態勢踩下「剎車」。由於基礎設施投資擴大，
內需表現堅挺；受全球經濟復甦帶動，出口也表
現良好。

■英國《金融時報》：
去年中國在遏制債務過快增長引發的金融風險方
面也取得了進展。

■路透社：
今年中國經濟仍將沿着「L型」底部運行，在
6.7%-6.9%區間內波動。中共十九大召開後，
多項改革措施料將出台，有助於穩定經濟增長。
此外，世界經濟向好亦將利好中國經濟。對致力
於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中國而言，弱化對
GDP增速的過度關注，更注重提升經濟質量和
結構的改善，有利於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中新社

去年中國經濟成
績 單 出 爐 ， 隨 着
GDP總量首超80萬

億元，增長速度時隔七年首度回升，外
界認為，這意味着中國經濟進入了新階
段。仔細分析各項指標發現，中國經濟
結構層面正發生積極變化，不僅新經
濟、新產品等的增速大幅高於平均水
平，近年備受詬病的金融「脫實向虛」
的局面也有改觀。

在2006年4季度至2016年3季度的11
年間，中國經濟先後受股市泡沫、反危
機政策和金融空轉等影響，剔除金融業
的GDP增速持續低於經濟整體增速，
2015年金融業對經濟的貢獻更創紀錄地
達到20%，凸顯實體經濟長期疲弱、金
融「脫實向虛」的現實問題。

不過，在去年6.9%的經濟增長中，來
自金融業的拉動僅有0.4%，貢獻度也降
至5%，實體經濟增速連續四季高於整
體GDP增速。去年前三季度，剔除金
融業的GDP增速反超GDP增速近0.4個
百分點，同時工業產能利用率升至
76.8%，為近5年來最高水平。這些數據
變化反映出，前兩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
金融「脫實向虛」局面已有改觀，實體

經濟明顯改善，金融和實體經濟關係正在發生變
化。

不僅如此，此輪實體經濟回升也不再依靠貨幣
驅動。在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貨運總量等實體
經濟指標持續出現明顯回升時，社會融資增速並
未同步增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比重開始回
升。

至於未來，中國正處於一個新舊經濟動力的轉
換期，下一步政策重點是創新驅動，如何將大量
金融資源引入到創新型的製造業和企業，讓更多
新經濟行業，在金融上找到一個落腳點、一個紐
帶、一個平台去支持它，將是中國經濟在新階段
面臨的新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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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去年
中國經濟「成績單」昨日揭曉，在同日
由中國新聞社舉辦的國是論壇上，多位
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經濟在去年取得了
轉折性成就，但今年及今後也有相當多
困難需要克服。

受惠供給側改革 外貿成績矚目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

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認為，去年是中國
經濟取得重大轉折性成就的一年，經濟
持續下行五年後，首次回升。這種穩中
求進的態勢，為中國經濟下一步由高速

度轉向高質量增長奠定了基礎。
「能取得這樣可喜的成績，說明中國

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中國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首
席經濟學家萬喆認為，去年中國能亮出
一份良好的「成績單」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2016年中國官方出台的貨幣和財政
政策效果在去年開始顯現；二是去年中
國官方對金融、市場以及地方債等加強
監管；三是去年國際經濟環境整體也比
較好，美國和歐洲都進入整體復甦的階
段，營造了一個寬鬆環境。
在外貿方面，去年中國也取得了令人

矚目的成績。全年進出口總額超過27萬
億元，比上年增長14.2%，扭轉了連續
兩年下降的局面。
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學

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建平看來，去年中國
外貿的好成績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
及中國外貿競爭力的提升有很大關聯。
但他也表示，去年外貿回暖是全球性

現象。除了中國實現兩位數增長，美
國、歐洲和日本也都不錯。並且考慮到
2015年和2016年的外貿下行基數，去
年實際上有恢復性增長成分，如果把連
續三年平均起來，增長速度也不是很

高。
張建平認為，中國外貿進入新常態

後，再增長難度就很大，即使每年能有
一位數的增長，也很了不起。不過他認
為，中國還有很大的空間和餘地沒有發
揮出來。
首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量龐

大，貿易空間巨大；其次，中國形成了
一大批具有競爭優勢的大品牌，將來在
全球市場中也有很大的空間；第三，中
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改革，將構築面向
全球自貿區的網絡，助力外貿總量提
升。

專家：穩中求進態勢奠定高質量增長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去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

8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大關，

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

長6.9%，是2010年以來經濟進入

持續下行周期後第一個增長提速的

年度。專家表示，中國經濟進入新

的總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也來到

了由回落轉向平穩增長的拐點，供

給側改革紅利的釋放令中國經濟凸

顯新韌性。國家發改委預計，2018

年中國經濟仍將向好，全年GDP增

速可能在6.5%-6.8%之間。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示，初步
核算，去年全年GDP為827,122 億

元，GDP增量超過8萬億元，相當於一個
廣東省或一個澳洲。從GDP增速看，按
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9%，較上
年回升0.2個百分點，其中四季度同比增
長6.8%，與上季持平，略高於市場預期
的6.7%。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
濟學家祝寶良表示，去年經濟增速超預期
回升，一方面得益於供給側改革持續推
進，另一方面是世界經濟復甦帶動出口增
長，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由負轉正。
去年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增速均低於2016年，唯有出口增速，
一改2016年負增長局面，實現雙位數增
長。數據顯示，去年進出口對GDP增長
的貢獻率大幅提升至9.1%，創2007年以
來最高，資本形成的貢獻率為32.1%，最
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為58.8%。

增長拐點出現 轉穩態勢明確
隨着中國經濟總量邁上80萬億元的台
階，增速連年下滑的態勢亦被中斷。專家
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量和質量都進入
了新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
究員張立群表示，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
濟數據持續下降，去年終結這一態勢，表
明經濟增長由落轉穩的態勢明確，平穩增
長的拐點在去年已經出現。
張立群認為，目前支持平穩增長的基礎
性條件初步形成。從三大需求來看，出口
保持增長的外部環境已經初步形成，出口
從過去六年增速持續下降轉為保持個位數
的增長；從投資來看，儘管全年投資增速
出現回落，但轉穩的態勢已經形成，房企
拿地積極、資金周轉循環情況好、庫存顯
著下降等，意味着房地產投資還會保持平
穩增長，不會出現明顯滑坡；收入和經濟
的平穩增長，為消費平穩增長創造了條
件。

發力智能製造 助高質量發展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則指出，中
國經濟的新韌性正在凸顯，與以往不同的
是，這一新韌性並非依賴需求側刺激的政
策托底，而是源於供給側改革的紅利釋
放。消費升級、智能製造和民生保障有望
率先發力、漸成合力，構成中國經濟高質
量發展的強勁引擎。
今年中國經濟可否延續去年穩定增長態
勢呢？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昨日出
席「2017財經中國年會暨第十五屆財經
風雲榜」時表示，今年中國GDP增速可
能微降，在6.5%-6.8%之間。尤其是，隨
着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發展、
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
軍民融合等重大戰略的強力實施，將帶來
收益萬億級的巨大潛能的釋放，支持中國
經濟向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去年在嚴厲的樓市調控下，房地
產投資增速回落至7%，但全年房地
產銷售額和銷售面積分別超過13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和16萬億平方
米，雙雙刷新歷史紀錄。
數據顯示，去年商品房銷售面積

169,408 萬平方米，商品房銷售額
133,701億元。在二三線城市政策推
動下，去年12月商品房銷售面積達到
22,840萬平方米，創下有史以來單月
成交量最高的紀錄；當月銷售額1.8
萬億元亦是最高紀錄。
從增速看，全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同
比漲幅7.7%，為本輪樓市從2015年
以來同比漲幅低點。此外，庫存數據
持續下調，全年商品房庫存減少1.06
億平方米，距離2016年初庫存最高點
已下降兩成。

三四線城市房價漲勢引關注
另據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數據顯

示，去年12月，北京、南京、無錫、
杭州、合肥、福州、鄭州、深圳、成
都等九座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
比下降，降幅在0.2至3個百分點之
間，意味着9座城市新商品房價格已
經低於上年同期水平，顯示樓市調控

積極有效。但與此同時，去年12月二
三線城市房價環比微漲，70大中城市
房價平均環比漲幅連續三個月擴大，
顯示房價上漲的潛在壓力仍較大，漲
幅較大的二三線城市勢必會繼續加強
樓市調控。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
山表示，要密切關注現在開始出現三
四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勢
頭，靈活應對。
數據顯示，去年12月，一線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持平，二手住宅
價格環比下降0.1%。二三線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和

0.5%，漲幅比上月均略微擴大0.1個
百分點；二手住宅價格環比均上漲
0.3%，漲幅均與上月相同。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

進分析，內地房價環比漲幅連續三個
月擴大，顯示潛在上漲壓力仍很大。
其中一線城市的房價指數停止了此前
連續四個月下跌，目前保持不漲不跌
的態勢。對二三線城市來說，房價指
數環比增幅都有小幅擴大的現象。近
期長春等城市落實限售等政策，說明
出現了炒房的新跡象，未來還需要積
極管控樓市交易。

地產銷售額超13萬億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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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去年GDPGDP同比增長同比增長66..99%%。。
圖為福建龍岩一展會上圖為福建龍岩一展會上，，企業企業
展出生產的智能機械設備展出生產的智能機械設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去年房地產銷售額刷新歷史去年房地產銷售額刷新歷史
紀錄紀錄。。圖為江蘇南京市民在一圖為江蘇南京市民在一
售樓處諮詢售樓處諮詢。。 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