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產投資增10.4% 創三年新高
內地公佈首季經濟數據 GDP增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今年一季度經

濟繼續在6.8%平穩運行；房地產投資增速超預期，同比增長

10.4%，創近三年新高；消費加快和民間投資改善擔當「經

濟穩定器」，成為增長亮點。但基建投資大幅放緩、製造業

投資低迷，工業增加值增速降至逾半年低位。國家統計局表

示，剔除春節等因素，市場向好、生產增長的趨勢性特徵沒

有改變。

■■邢志宏邢志宏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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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國
內生產總值（GDP）198,783

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價格計算，同
比增長6.8%，與上年四季度持平，
但低於去年全年0.1個百分點。從環
比看，一季度GDP增長1.4%，低於
去年四季度0.2個百分點，連續兩個
季度出現回落，為2016年二季度以
來最低。

消費和民間投資成增長亮點
一季度消費和民間投資數據表現
強勁，成為經濟增長的亮點。數據
顯示，一季度消費同比增長9.8%，
增速比1-2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
其中，3月份，消費增速為10.1%，
比1-2月份加快0.4個百分點。汽車
消費仍是拉動消費增長的主力，居
民消費升級類產品也是亮點，化妝
品類和金銀珠寶類消費均保持20%
以上增速。
數據還顯示，一季度第三產業對
GDP的貢獻率為61.6%，消費支出
貢獻率77.8%，高於資本形成總額
46.5個百分點，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在
繼續增強，連續第五年成為拉動經
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在民間投資方面，一季度民間投
資同比增長8.9%，增速比1-2月份加
快0.8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加快2.9
個百分點。

此外，房地產投資增速亦超預期
反彈，前三月同比增長10.4%，增速
比1-2月份提高0.5個百分點，創下
三年以來新高，新開工累計增速亦
反彈至9.7%。

統計局：市場向好趨勢不變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與民間投資
明顯改善、房地產投資創新高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基建投資增速大幅
放緩、製造業投資低迷，拖累前三
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
7.5%，比1-2月回落0.4個百分點。
而在工業生產方面，3月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0%，比
1-2月份回落1.2個百分點，結束自去
年12月以來的上升趨勢，為去年9
月以來最低，顯示節後復工力度明
顯偏弱。
國家統計局認為，3月部分指標出

現波動，主要還是今年春節滯後對
相關領域生產影響比較明顯，加之3
月工作日比去年少1天，「剔除季節
性因素，相關領域市場向好、生產
增長的趨勢性特徵沒有改變」。
統計局相關人士強調，雖然今年

實現 6.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無
虞，但未來影響經濟放緩的因素較
多，對外需的不確定性、去槓桿等
可能影響經濟平穩運行，應提早應
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舉行的
2017年暨2018年第一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地價
動態監測成果發佈會上，自然資源部中國土地
勘測規劃院地價所所長趙松指出，2017年土地
市場和各用途地價走勢與宏觀背景的支撐、實
體經濟的發展、貨幣信貸政策的導向，以及房
地產市場分類調控方向基本吻合。在此背景
下，2018年第一季度全國主要監測城市延續去
年整體趨勢，綜合地價溫和上行，住宅地價環
比增幅持續回落。
趙松介紹2017年全國主要監測城市土地市場
變化簡況︰2017年，土地市場整體量增價漲，在
供給側改革持續深化，宏觀經濟平穩向好的背景
下，全國主要監測城市地價同比上漲6.71%。其
中，商服地價溫和上行，同比增速為4.52%，季
度環比增速年內由降轉升；住宅地價同比增長
10.21%，全年季度環比增速由升轉降，熱點城

市和地區住宅地價增速逐季放緩明顯；工業地價
增速總體穩中有升，年度增幅為3.02%。

三類城市地價增長率差距收窄
2017年全國主要監測城市建設用地供應總量

較2016年有所增加，增速由負轉正。住宅用地
供應量大幅增加。
分類型看，一線城市各用途地價增長率放

緩，二、三線城市各用途地價增長率有所提
升，三類城市間地價增長率差距收窄。從住宅
地價來看，一、二、三線城市2017年度增長率
分別為12.67%、9.65%、9.95%，三線城市近3
年來首次超過二線。與2016年相比，一線城市
住宅地價增速放緩6.93個百分點，三線城市提
升了5.10個百分點，二線城市變化相對較小。
分區域看，除珠三角地區商服地價增長率略

低於環渤海地區外，各用途地價增長率均呈現

珠三角、環渤海、長三角各區域依次降低的格
局。三大區域住宅地價增速均明顯高於商服和
工業用途；除環渤海地區外，其他地區工業地
價增長率高於商服用途。
從內地20個熱點城市來看，其中13個城市
的住宅地價增長率均出現不同程度回落，其
中，南京市和合肥市較2016年回落幅度超過
20個百分點。北京、南京、廈門和上海4城市
的住宅地價環比增速年內逐季放緩。
2018年第一季度，主要監測城市中，一線城

市綜合、商服、住宅地價環比、同比增速放
緩，工業地價環比、同比增速上升；二線城市
各用途地價環比增速均有所放緩，除工業地價
同比增速上升外，其他用途地價同比增速回
落；三線城市綜合、商服、住宅地價環比增速
上升，工業地價環比增速放緩，各用途地價同
比增速均有所上升。

一季度經濟運行平穩，不
僅消費亮眼、內需穩定，地
產投資增速也升至三年新

高。專家對此表示，數據顯示房地產對經濟的
拖累低於預期，表現出中國經濟的韌性，今年
經濟增長實現6.5%的預期目標壓力不大，但
未來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外部衝擊，
可以通過提振內需來應對。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析認

為，在房地產調控不放鬆的背景下，房企投資節
奏繼續加快，有三大原因：一是房企主動補庫
存；二是近期部分房企積極進入三四線城市，拿
地節奏加快；三是去年開始的水泥和鋼鐵成本上
升，或帶來開發投資中的造價成本上升。

招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謝亞軒也指出，在3
月房地產銷售下滑背景下，3月房地產土地購
置面積增速有所回升，投資與購置面積回升與
房地產補庫存有關。此外，土地購置費延期付

款，也推高投資增速數據，預計上半年房地產
投資增速在土地購置費的推動下還有進一步上
行的可能性，全年地產投資增速超預期的概率
也在上升。
華泰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李超指出，目前消

費穩健增長，地產投資表現不弱，大中型企
業、國有企業的生產和盈利表現相對較強，預
計未來總量經濟數據波動不會太大，GDP快速
回落的可能性較低。但基建、製造業投資均明
顯弱於去年同期，需求層面未來仍有下行壓
力，預計剩下三個季度GDP增速可能小幅回
落至6.7%左右。

「提振內需應對外部衝擊」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分析

指出，去年經濟增長超預期主要受出口增長的
拉動，而今年出口可能對經濟的拉動效應不如
預期，政策層面需要提前預案。從三大需求貢

獻率來看，一季度消費拉動GDP增長5.3個百
分點，與去年一季度持平；資本形成的貢獻上
升0.8個百分點至2.1；而淨出口從去年一季度
的正向拉動0.3個百分點，轉為拖累增長0.6個
百分點，反映去年支撐中國經濟增長超預期的
重要因素開始明顯減弱。
章俊建議通過提振內需來應對外部不確定

性。從特朗普政府公佈的關稅清單與「中國製
造2025」重點發展行業高度重合來看，美國
已經感受到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升級和高速發展
對美國製造業的威脅。有鑒於此，政府應該加
大力度鼓勵國內產業升級，以信貸、稅收優惠
和財政補貼來鼓勵企業加大淘汰落後產能，新
建先進高效產能。「製造業投資佔固定資產投
資的30%以上，如果能有效刺激製造業投資，
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傳統的基建和房地產
投資來對沖出口增長的不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調查失
業率納入經濟發展預期目標。國家統
計局昨日首次正式公佈調查失業率，
今年1至3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分別為5.0%、5.0%和5.1%，分別比
上年同月下降0.2、0.4和0.1個百分
點。總體看，一季度全國城鎮調查失
業率穩定在5%左右，低於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的5.5%目標。
同時公佈的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

業率則保持在5%以下，1至3月分別
為4.9%、4.8%和4.9%，分別比上年
同月下降0.1、0.2和0.1個百分點。
「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
中國城鎮地區失業率水平既低於全
球平均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和
地區的平均水平，就業形勢持續穩
定。」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統
計局局長寧吉喆援引國際勞工組織
的數據指出，發達國家和地區平均
失業水平為6.6%，發展中國家和地

區平均失業水平為5.5%，全球平均
失業水平為5.7%。
寧吉喆表示，中國就業人口和失業

人口定義與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相一
致，調查失業率具有國際可比性。
與登記失業率不同，調查失業率
涵蓋進城務工的非城鎮戶籍人口，
以及未到人社部門自願登記失業的
城鎮人口，更能反映實際就業情
況。同時，調查失業率數據的採集
主要通過全國月度勞動力調查，採
用抽樣調查的方法，每月調查約12
萬戶，涵蓋家庭戶和集體戶，調查
樣本代表性強，樣本覆蓋內地所有
市（地、州、盟）和約1,800個縣
（市、區、旗）。
國家發改委同日發佈數據顯示，今

年一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330萬
人，3月份單月新增154萬人，同比
多增8萬人。一季度末，全國城鎮登
記失業率為3.89%，同比下降0.08個
百分點，繼續創2002年以來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對於
「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國家統計局國民
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新聞發言人邢志宏昨日在
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目前來看還是國際環境的不
確定性影響，以及國內長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一些問題比較突出。但中國經濟實力強、潛力
足、韌性好，迴旋餘地大，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
穩中向好態勢。
邢志宏認為，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主
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帶來的一些外溢效應，同
時金融市場還有一些動盪，可能都會對中國經濟
產生一些衝擊。
不過邢志宏亦強調，近日升溫的中美貿易摩擦
難不倒中國經濟，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的良好態勢。2008年至2017年，中國內需對
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105%，通過內需對沖
了外需減弱的影響，經濟結構的變化大大增強了
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韌性。
邢志宏還指出，中美貿易不僅是兩國之間的
問題，也是一個國際性問題。中國從來不刻意
追求貿易順差，這兩年中國貿易順差在持續收
窄，對外出口之所以能夠增長，是因為中國存
在綜合競爭優勢，進口在持續加快，反映了中
國內需在強勁增長。「中國政府已經表明堅定
的立場，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在進一步擴大，
東方不亮西方亮，貿易空間依然非常大，通過
國內企業不斷增強競爭力能夠繼續保持進出口
貿易的平衡。」

三線城市住宅地價增幅超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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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三四線城市 房企拿地節奏加快

首季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約5%

統計局：中美貿易摩擦難不倒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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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的學生在查看招求職的學生在查看招
聘公告聘公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11--33月份月份，，內地房地產開發投資內地房地產開發投資
2121,,291291億元億元，，同比名義增長同比名義增長1010..44%%。。
圖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圖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