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預測內地今年GDP
■■中國社科院世經所研究員張明中國社科院世經所研究員張明

料二季度GDP增長率約2%，三季度升

至6%，四季度約7%，全年GDP增長率

在2%至3%左右。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
二季度GDP實現正增長較為困難，保增

長和提出具體增長目標的風險較大，可

不設經濟預期目標。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
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

即使出台更多支持政策，預計今年全年

經濟增速仍降至1.5%，明年有望反彈至

7.5%。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在政策合理發力、後三季度經濟增速達

到2019年同期增長水平的情形下，全年

經濟增速可望達到3%至3.5%區間。這是

確保就業不出問題、避免嚴重就業壓

力，全年需要達成的增速目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經濟學家料內地經濟在第三季或迎來更大力度的衝擊。圖為湖北工人復工後於工廠趕工。 新華社

新冠疫情導致內地經濟錄得改革開放以來首

個負增長，中央宏觀政策目標從「保六」悄然

變為「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

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

鏈穩定、保基層運轉）。香港文匯報訪問的多

個經濟學家預計，經濟復甦可能不會一帆風

順，更大力度的衝擊最遲會在第三季到來。他

們認為今年政府制定3%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

目標，更有利於確保實現「六保」，並呼籲貨

幣政策定調應轉向寬鬆，財政政策更加積極，

表內表外財政赤字可擴至10%。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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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抗內外需萎縮衝擊 籲表內表外赤字增至10%
「原來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核

心指標是在2010年基礎上GDP翻一番，這就要求
今年GDP增速至少5.6%。但一季度因疫情影響，GDP同
比下降6.8%，今年翻番顯然不可能。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
復工復產困難，失業問題突出。」曾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賀鏗認為，針對此情況，
中央果斷放棄GDP翻番任務，提出「六保」，說明今年經
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有重大調整。
賀鏗預計，上半年疫情可以基本結束，內地經濟可能走
出「類似老師批改作業時打對號的緩坡度」曲線反彈。如
果復工復產順利，二季度經濟增速有可能轉正至1%，三
季度回升至4%左右，四季度有望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即
去年四季度的6%左右。

外需次波影響下半年顯現
但更多經濟學家擔憂，未來兩三個季度內地經濟可能遇
到比停擺更大的衝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
認為，海外疫情對內地經濟的第二波衝擊會在今後兩三個
季度顯示出來，衝擊時間和力度可能比1、2月更大。出
口下滑會導致大批出口企業停工停產，直接影響到國內消
費、投資和就業。
劉世錦團隊測算，出口下降一個百分點將會影響到0.2
個百分點左右的GDP。有研究推測今年中國全年進出口
有可能下滑15%至2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
出口從高點下降30多個百分點，帶動GDP下降7個百分
點。中金首席經濟學家梁紅預計，未來3至6個月內外需
造成的影響會比2008年時更嚴重。
梁紅指出，3月經濟復甦很大貢獻在於出口轉好，但近
期外需呈快速走弱跡象，新訂單可見度很低，進出口運價
等指數顯示外需疲弱。而看國內，受到輸入性疫情防控、
部分人居家辦公、中小學未復課等影響，復工復產恢復到
8至9成就停滯不前了。

增長要回正數 現政策力度未夠
「全年實現正增長已是非常好的成績。而要實現全年
2%至3%的增速，基本是假設下半年經濟增速要回到6%
以上，非常困難。」不過梁紅仍建議，今年政府可將經濟
增長預期目標定在2%至3%，有利於穩定信心和預期，便
於對地方政府考核，督促復工復產。她認為當前政策力度
不足以支持經濟回到正增長，建議表內表外的財政赤字擴
張到10%（去年內地表內赤字預算2.8%，表外則沒有公
佈），才可能對沖財政收入下滑和拉動需求，並配合寬鬆
的貨幣政策，進一步降低利率。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也建議，將增長預期目
標設在3%，來穩定中國經濟。他建議盡快推出一攬子財政
政策，擴大財政赤字，增加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以保障
地方政府的運轉，同時地方政府的一大塊資金要拿去保民
生，給農村發必要的生活補貼。特別國債則要重點做三件
事：一是設立紓困資金，給企業注入資本金；二是解決中小
銀行資本金不夠的問題，注資中小銀行讓它們有放款能力；
三是想辦法留出一塊資金注資IMF，通過IMF的渠道，通過
國際合作的渠道支持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另外，在城市發
消費券，鼓勵擴大消費支出；從長期看則要改革開放。

GDP訂增3%可穩信心

外需衝擊正成為內地經濟下一步復
甦的最大挑戰，多位專家建議有必要
出台特殊政策支持，保外貿企業，包
括加大對外貿企業扶持力度，將減免
稅負、提供各類補貼和低成本融資等
政策實施期限延長至全年，並覆蓋到
更大範圍。
中金數據顯示，外需經過短暫回

升後可能再下一個台階。海外生
產、消費及國際貨運高頻指標的走
勢都顯示 4月進出口需求遠不及 3
月。國際航空日均客運量 4月至今
可能同比下降8、9成，而3月降幅
為 4成左右；全球港口的日均船隻
停泊數 3月同比降 9.6%，而 4月日
均減少27.5%。
隨着3月中下旬海外各經濟體陸續

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開始實施

「社交隔離」，海外生產活動亦受重
創，4月前20天美國日均粗鋼產量同
比下跌30%、對比3月日均僅6%至
7%的降幅；全球擁堵指數3月中開始
下挫，4月各國加權平均城市「擁堵
率」已較3月腰斬有餘。

慎防企業負債表惡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晉平

指出，海外疫情導致外需萎縮，全年
進出口可能雙下降20%左右，中國還
可能面臨全球供應鏈中斷，進而衝擊
國內生產。以數字產品為例，每一個
數字產品的出口都至少需要0.62個單
位的進口。
「出口企業的產業鏈技術水平、資

本密集程度比餐飲、文化、旅遊這些
行業要高得多，這些產業如果一旦出

現困難、保不住，後面問題就更大
了。如果企業負債表惡化，居民家庭
資產負債表再惡化，基層政府財政收
入下降，這三個問題疊加，可能導致
銀行體系特別是中小銀行出現大量的
破產倒閉的問題。要想辦法保證國內
的金融體系不出太大問題，保證基層
政權的運轉不出問題。」國家信息中
心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提出，當前保
企業，特別是保出口企業，需要擺上
議程。

減稅補貼延長至全年
趙晉平認為，疫情當前國際貿易受

挫，政府應幫助外貿企業「扛」過衝
擊，以保住中國在國際市場的份額。
非常時期需要力度更大的非常之舉，
一方面，務必加大對外貿企業扶持力

度，將減免稅負、提供各類補貼和低
成本融資等政策實施期限延長至全
年，並覆蓋到更大範圍。另一方面，
通過擴大失業救濟、增加消費補貼和
降息、擴大公共投資和消費支出等方
式，為刺激國際國內市場需求創造更
加有利的條件。
他還建議，借鑒2008至2009年應對
國際金融危機時的經驗，採取必要的
策略調整。一是擴大面向疫情低風險
地區的出口；二是增加醫藥品、生活
必需品等疫情防控急需商品出口力
度；三是出口轉內銷，開拓國內市
場；四是採購國內生產零部件替代進
口；五是充分利用電子商務等線上平
台和渠道；六是立足於長期發展，加
大新產品、新技術研發，為疫情結束
後的市場需求回升做好準備。

領先指標顯外需劇減 全年出口或跌20%

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測算的數據顯
示，今年首季內地經濟下滑6.8%，貨物和服
務進出口的下滑貢獻1個百分點，投資需求
貢獻1.5個百分點，消費需求則拉動經濟下
降4.3個百分點。過去作為內地經濟增長最
穩定「壓艙石」的消費，在此次疫情衝擊
下，卻成了經濟下滑的最大貢獻者。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
以前內地遇到經濟下滑首先想到花錢搞投資
特別是基建投資，現在居民消費已佔GDP
增量近一半，穩增長重點首先是穩消費，尤
其是居民消費。不過一季度經濟停擺，內地
居民收入實際同比下降3.9%，農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降幅最大，實際同比下降4.7%；人均
消費支出也大幅下降12.5%，恩格爾系數
（食品在居民消費支出的佔比）則升高5個
百分點至33.6%。

每人月發500元保障生活
居民收入下降，消費啟動不易，給低收入

人群尤其是農民發錢的政策呼聲越來越高。
劉世錦建議，用特別國債救助受衝擊嚴重的
外貿企業和低收入者，對企業中低於一定收
入水平的員工可以由政府直接發放工資補貼
或者消費券補貼，這些企業就業的員工大部
分是農民工，既可以穩外貿穩就業，還可以
識別低收入人群，穩消費。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則指
出，今年1月末全國城鎮居民就業在4.43億
人，3月份就業人數比1月份下降6%，這
6%裡面有2,600萬人沒有統計在失業裡，因

為大部分是農民工，到3月底還沒有回城，
可能是沒有工作，還有可能也不太願意回
來。另外，農村還有1.2億從事非農業的
人，就業也很不充分，應盡快對這部分人給
予救助，可利用農村的扶貧渠道，每人每個
月發500元（人民幣，下同），以保障農村
這部分人最基本生活水平。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則建議出台以
新消費為主的消費刺激計劃，給中低收入人
群發放1萬億消費券，刺激傳統消費；對5G
手機、新能源汽車等新消費，按照10%到
30%的價格補貼消費，1萬億消費補貼預計
可帶動消費總額2萬億至3萬億元。至於由
此帶來的財政資金缺口，可通過發行特別國
債、盤活閒置的萬億住房公積金，或探索將

國有房地產進行資產證券化等創新的方式進
行籌集。

房產汽車行業仍可受惠
從經濟恢復情況看，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

家伍戈分析指，隨着疫情高峰的消逝，房地
產、汽車等重要動能正從一季度斷崖式下降
的谷底逐步修復，但受疫情衝擊影響較大的
餐飲等服務業依然步履維艱。海外需求則面
臨斷崖式下跌的風險。
伍戈指出，歷史經驗看，當外需大幅下滑

時，為對沖經濟下行挑戰，內地貨幣財政政策
空間通常隨之打開，貨幣信用會明顯擴張。這
也意味着，「房住不炒」基調不變，但寬鬆政
策氛圍下，房地產、汽車行業也將獲得支持。

■劉世錦建
議用特別國
債救助受衝
擊嚴重的外
貿企業和農
民工。

資料圖片

發補貼消費券救助基層
面對發達國

家動輒 10 個百
分點以上財政
赤字或直升機
撒錢式的刺激
計劃，中國應

對疫情的擴張政策稍顯「冷
靜」。專家呼籲政府盡快出
台更有力度的政策，幫助企
業和居民度過疫情，但政策
主基調仍堅持不刺激，並且
中國具備獨有的增長潛能和
政策空間應對衝擊。

「不論是短期內應對疫情衝
擊穩增長，還是未來一個時期
保持中速增長，內地經濟的恢
復和發展主要靠結構性潛能而
非宏觀刺激政策。」全國政協
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認
為，今後五到十年最大潛能是
都市圈和城市圈加快發展，每
年提供0.5到1個百分點的增
長動能。現有大型、特大型城
市周邊一小時通勤範圍內，或
者核心城市周邊100公里左右
範圍內發展大批小鎮或者若干
小城，相互連接以後形成新的
網絡體系，會帶動大量消費、
基建房地產及製造業投資。

獨有龐大公共儲蓄
中金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則

指出，中國有龐大而低效的
公共儲蓄，據社科院測算，
中國有相當於120% GDP的公

共儲蓄，這是其他國家所沒
有的，包括以存款形式存在
的5.8萬億元公積金，以及大
量的社保基金等。如能在此
次疫情中推進盤活這些存量
的改革，將給內地經濟帶來
更大發展動能。比如，更快
地將國有資產劃歸社保，給
企業減免更多社保；借鑒港
澳、新加坡等經驗，動用公
共儲蓄給老百姓直接發錢。

另外，梁紅認為內地仍然
缺乏大型城市，有27%的人生
活在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
中，大城市的住房和汽車仍
在施行史上最嚴的限購限貸
政策。面對需求不足的情
況，不進行調整是不恰當
的。比如，2003年SARS後，
住房供給面臨降低容積率等
新需求，這次疫情後又有房
子不夠多、租售不同權等新
問題，提供新的發展空間。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

究院院長遲福林則表示，內
地有擴大開放的空間，推動
經濟及消費升級，是拉動下
階段內地經濟及全球經濟增
長的最大動力源之一。比
如，在海南等地全面實行醫
療健康產業項下的自由貿易
政策，以在抗擊疫情的同時
力爭在擴大開放方面有新的
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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