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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三季

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從二季度的3.2%進

一步回升至4.9%，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負轉正，

同比增長0.7%，投資累計增速、居民收入實際增

速亦年內首次轉正，9月工業及消費增速更雙雙升

至年內高點，顯示經濟復甦勢頭強勁。市場普遍預

計，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加快回升，全年增長2%

左右。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

統計司司長劉愛華在昨日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中國經濟目前的回升既有利於中國自身增長，

也對全球經濟復甦起到了正向拉動作用。

內地頭三季GDP增速轉正
同比增長0.7% 市場料今年經濟增長約2%

儘管三季度GDP同比增長4.9%略遜於市場預期，但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8%，比二季度加快1.4個百分

點，連續6個月增長加快，9月更達到6.9%超過市場預期，基
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服務業亦加速改善，三季度服務業增加
值增長4.3%，比二季度加快2.4個百分點。

進出口累計增速年內首轉正
從三大需求看，前三季度，投資和進出口累計增速均年內首
次轉正，分別同比增長0.8%和0.7%；消費仍錄得同比下降
7.2%，但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2個百分點，其中三季度增長
0.9%，季度增速年內首次轉正，9月消費增速進一步加快至
3.3%，高於8月2.8個百分點，也高於市場預期。
在經濟持續恢復的基礎上，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三季
度累計增速年內首次轉正，同比實際增長0.6%；全年新增就
業目標亦基本完成，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98萬人。

上季消費支出轉為拉動GDP增長1.7%
劉愛華表示，隨着超大市場規模潛力釋放，中國經濟的內需
尤其是消費需求的恢復勢頭明顯，最終消費支出在一季度拖累
GDP增長4.4個百分點，到二季度縮小到2.3個百分點，第三
季度則轉為拉動GDP增長1.7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的貢獻逐步
上升，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有所回落，內需貢獻總體上升。

多數指標未返正常增長水平
展望中國經濟，劉愛華表示，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持續穩定恢
復，四季度乃至全年有望保持目前態勢，對中國全年經濟有信
心。但從外部環境看，疫情發展仍有不確定性，對世界經濟和
貿易的影響也存在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從內部來看，目前經濟
仍在恢復進程中。多數指標沒有恢復到正常增長水平，一些指
標累計增速仍在下降。比如消費總體趨勢在恢復，但前三季度
7.2%的降幅仍較大，9月增長3.3%仍是低水平的恢復，與正常
水平有距離。
對於未來經濟增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日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在中國受到控制，經濟仍然保持着強大的潛力，預計
中國經濟今年全年增長約2%。而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
則預計四季度服務性消費繼續回升，基建投資繼續發力，中國
經濟增速進一步回升至5.7%，2020全年增速為2.1%。
中信証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更樂觀預期，隨着國內經濟活
動持續正常化，工業將延續景氣態勢，財政資金加速投放將支
持投資加速回升，消費在10月將有亮眼表現，由此預計四季
度中國經濟增速有望回到疫前6%左右的水平。

中美關係緊張或影響出口
不過中國經濟復甦的風險也不容忽視。陸挺提醒道，未來可
能出現一些制約因素，比如，報復性需求集中釋放後可能出現
回落，抗疫物資出口增速可能見頂，「房住不炒」政策下可能
抑制房地產投資。另外，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國內疫情防控與
社交隔離措施可能延續到四季度，緊張的中美關係可能影響出
口及相關製造業投資。

經濟增長七大亮點
GDP增速由負轉正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0.7%。

消費加快復甦

三季度消費同比增長0.9%，季度增速
年內首次轉正。

投資全面回暖

前三季度投資同比增長0.8%，增速年
內首次由負轉正。

外貿創多個歷史新高

三季度進出口總值、出口總值、進口
總值均創下季度歷史新高，9月單月
進出口、進口值均創歷史新高。

全年就業目標基本完成

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98
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99.8%。

居民收入實際增速轉正

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81 元人民幣，同比名義增長
3.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0.6%，年內首次轉正。

新動能引領作用凸顯

前三季度中國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
增加值增長5.9%，裝備製造業增加值
增長4.7%，增速都比上半年加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 十 三 五 」 期
間，中國商品服務
供給日益豐富，消
費規模不斷擴大，

消費結構持續升級，成
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
5年來，中國人「買什麼」悄然
變化，「怎麼買」不斷升級。從
「購全國好貨」到「掃全球尖
貨」，從買商品到買服務，從現
金、刷卡到移動支付、刷臉購
物、無人銷售……小小「購物
車」如同一台微型刻錄機，折射
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記錄中

國消費升級的堅實步伐。
消費規模不斷擴大。2019年，中

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0萬億
元大關，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
的貢獻率保持在60%左右，消費連
續6年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引
擎。2016年至2019年，中國全年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33.2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到41.2萬億
元，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不斷增強。
消費結構持續升級。5年來，消
費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線上
線下融合、產業鏈上下游融合、

跨界融合發展成為新常態。柔性
生產讓曾經的流水線產品「變
身」個性化定製商品；各類「花
式服務」引領中國消費進入全新
時代，品質化、多樣化消費漸成
主流；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
雙向流通更順暢，鄉村消費潛力
進一步釋放。

疫下線上消費逆勢增長
疫情期間，消費受到較大衝

擊。但與此同時，在線教育、互
聯網醫療、遠程辦公、直播帶貨
等各類新業態新模式持續湧現，

引領中國新型消費加快擴容，線
上消費逆勢增長。今年前8個月，
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
長15.8%，高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增速24.4個百分點。8月份，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實現年內
首次轉正。
超大規模市場是聯通國內國

際、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
優勢。從「世界工廠」到「世界
市場」，持續釋放的消費潛力必
將推動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的
道路上闊步前進，讓中國紅利惠
及全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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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零售總額破40萬億元
中國成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

中國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終
於轉正，意味着一季度新冠
疫情重創之下的所有「失
地」已經收回。拉動經濟的

三駕馬車裏，投資和出口恢復正增
長，居民消費支出仍下滑超過7%，旅遊、教
育和出行等服務業繼續落後。

中國經濟得以復甦，依託於對新冠疫情的
有力遏制，使得工廠能夠迅速復工，並抓住
了疫情中全球對醫療設備和居家工作科技產
品等的熱切需求。

當前中國經濟復甦有兩個火車頭，一個
是出口，發達國家在疫情期間超發大量貨
幣和債務，直接變成現實的產品需求，而
發達國家因為疫情控制問題不能有效復工
復產，這變成了中國的市場機會，三季度
中國出口增長超過10%。另一個是投資，
二季度就已實現單季增長，達到4.8%，前
三季度累計增速轉正，其中挑大樑的仍是
房地產，房地產投資在6月就一枝獨秀恢
復增長，並逐月加速，前三季度達到
5.6%，基建投資在巨量政府債和貨幣供應
下，實現微弱正增長。

消費雖然逐月改善，但仍相對疲軟，前9
月下滑7.2%，奢侈品消費旺盛難擋整體消
費低迷的現狀，餐飲收入、零售消費均下滑
超過20%，全年消費要恢復到去年同期水
平，可能很難實現。

改善經濟結構 未來戰略關鍵
此外，今年以來，由於疫情，國內居

民、政府、企業都經歷了一波明顯的加槓
桿，政府發債猛增，國債同比增18%以上，
地方債增逾30%，企業和個人從機構借貸餘
額 同 比 均 增 約 15% ， 而 同 期 GDP 增 長
0.7%，這些數據亦表明經濟數據改善一定程
度是用政府、企業和個人巨額負債撐起來
的。

儘管經濟復甦，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
新動能逆勢增長，但總體看，中國經濟內部
長期存在的投資與消費失衡、房地產投資與
製造業投資失衡等問題並未緩解，反而有所
惡化。從長遠看，提振消費、改善經濟內部
結構是下一步經濟復甦的難題，也是未來五
年內循環戰略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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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投資在房地產投資在66月就一枝獨秀恢復月就一枝獨秀恢復
增長增長，，並逐月加速並逐月加速。。圖為福建福州一處圖為福建福州一處
正在建設中的樓盤正在建設中的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內地內地99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66..99%%，，基基
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圖為江蘇的汽車工人正進圖為江蘇的汽車工人正進
行調試作業行調試作業。。 新華社新華社

■ 國新辦昨日舉行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