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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速趋稳，就业率反转实体经济看到曙光

中中国国经经济济或或迎迎来来LL形形拐拐点点

PPI结束54个月连跌
实体经济看到曙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
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
示，前三季度的GDP增速数
据，表明中国经济触底的特点
已经表现出来。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
基，而目前国内工业数据也体
现出触底企稳的特点，工业增
长已经改变了过去持续下降的
趋势，转向了增速趋稳的态势。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 . 9%，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 . 0个百分
点，但9月份同比上涨0 . 1%，结
束了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
势，环比上涨0 . 5%。

PPI通俗来说，就是工业
领域的CPI。PPI的不断下跌，
证明在工业领域存在通货紧缩
的危险。而PPI由负转正，直接
说明流入工业的资金在增多。
至少可以说明，对于实体经济
来说，短时期内最难的日子已
经过去了。

房地产依然是支柱
调控对经济影响未定

提到中国经济，当然离不
开房地产。19日，国家统计局发
言人盛来运表示，三季度房地
产市场销售形势不错，前三季
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6 . 9%。同时，今年房地产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据初
步测算，前三季度房地产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在8%左右。
另外，盛来运表示，房地产

调控对经济影响不能夸大，还
需要继续观察。此轮调控主要
集中在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
市，是局部的调控。短期来讲，
对于这些热点城市的商品房销
售和投资，甚至对经济都会带
来一定的压力。但因为其他城
市还在执行既定的去库存房地
产政策，因此调控对于经济的
影响尚不确定。

部分工人隐性失业
东北用工需求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季度
就业数据好于预期，提前一个
季度完成全年预期目标。数据
显示，9月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
查失业率低于5%，这是自2013
年6月份以来首次低于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
就业岗位基本与去年同期持
平，但失业率却出现下降，原
因之一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16-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近几
年每年减少300万到400万人，
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压力
有所减轻。

服务业在吸收就业方面依
旧功不可没。虽然前三季度经
济增速放缓，但第三产业，特别
是新形态经济的相对强势，整
体的就业态势仍比较好。

而随着去产能的深化，地
域性的失业风险也在累积。东
北地区、山西等部分资源型省
区经济继续低速增长，市场用
工需求有所下降。短时间内，上

述区域有可能出现失业率远高
于全国的情况。

经济是否探底
引专家热议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邓海清认为，中国经济L形拐
点已过，偏执看空中国经济必
犯大错。2016年以来，数据表
明中国经济确实已经进入L
形下半场：GDP连续三个季度
维持6 . 7%，工业增加值在6%
附近中枢震荡，固定资产投资
和房地产投资企稳回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在10%-11%
窄幅波动，均表明2016年经济
已经见底，而且已经持续三个
季度。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
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
康则认为，八九月的经济数据
与动态亮点很多，能不能说经
济马上就探底还不好立即做出
判断，但有这种可能性。可以拭
目以待来看看年底是不是能探
底，到时候会更明朗。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
经济还将继续下行。经济学家
马光远则对中国经济比较担
忧，马光远表示，“经济未见底，
楼市已见顶，人民币贬值还在
路上，制造业一年比一年难，我
不知道那些说中国经济见底的
人的经济学究竟是怎么学的。
今年数据好，是因为楼市好，明
年楼市肯定没这么好，靠谁对
冲？这都是迫切的问题。”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一
财、财新等

本报记者 李师胜

对比人均GDP
收入涨幅并不慢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数据显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6 . 3%，略低于6 . 7%的
GDP增速。其中，按常住地分，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37
元，同比名义增长7 .8%，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5 . 7%；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98元，同比
名义增长8 . 4%，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6.5%。

其实2014年第一季度，国家
统计局就开始公布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初两年，

居民收入实际增速一直快于
GDP增速，但从2016年一季度开
始，这一局面未能持续。今年前
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分别为
6 .5%、6 .5%、6 .3%，而同期GDP
增速均是6.7%。

而就在2015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 . 4%，比当
年6 . 9%的GDP增速还高了
0 . 5%。那么，为啥过了新年，居
民收入增速就跑不过GDP了？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盛来运解释，6 . 7%这个数
字，是按GDP的总量来计算的
实际增长速度。“如果考虑人口
因素转化为人均GDP的话，人
均收入与人均GDP增长是基
本同步的。”

近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
调整，人口自然增长保持了一定
的增长。体现在GDP上，人均
GDP增速就要比GDP增速要慢
一些。扣除约0 . 5%的人口自然
增长因素，今年前三季度人均
GDP增速约为6 . 2%。而今年上
半年，人均GDP的增速也是在

6 . 2%和6 . 3%左右。这与同期的
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一致。

工资收入整体放缓
未来低速增长成常态

不过，与去年7 . 4%的居民
收入增速来说，今年的数据的
确出现明显下降。这与中国总
体经济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
据显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
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
22%、20 . 2%、17%、14 . 1%、
14%，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今年
上半年，六个地区提高了最低
工资标准，增幅平均是11%，提
高速度明显在放缓，幅度也有
所下降。

“虽然上半年全国居民收
入保持较快增长，与GDP增速
基本同步，但持续较快增长仍
存在一定困难。”国家统计局住
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萍萍认
为，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影
响相关从业人员工资收入，部

分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使部分
地区农业增收困难，城乡居民
转移净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工
业发展报告2014》亦预测，中国
的工资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大幅增长。

对此，也有专家分析，目前
统计收入的领域仍主要以传统
行业为主，最新涌现的大量创新
业态、自由职业等收入并未统计
在内，而这些民众的收入恰恰是
增长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

收入下降是转型阵痛
部分行业增速超15%

在经济L形走势未出现大
改变的背景下，传统企业仍在
艰难转型，不降薪裁员已经算
是良心企业了。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副院长赵锡军分析，在经济
增长态势发生变化、经济结构
进入调整阶段、官方着力化解
过剩产能的背景下，劳动力市

场面临压力。“因为调结构和去
产能的影响，收入增速下滑是
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有专家分析，如今中国经
济正在快速、深度地转型，新经
济的发展会让原有收入结构出
现调整，居民收入增速与GDP
增速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交替”
和“错位”属于正常现象。总体
来看，当前居民收入与经济增
长情况都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其实，上述观点也可以从
收入结构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
得以验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上半年来自房地产、教育、
卫生、公共管理等行业的人均
工资性收入增速均在15%左
右；来自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文体娱乐
等行业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
均在10%左右……

而正是这些服务业收入的
较快增长，有效冲抵了来自传
统制造、批发零售、采矿等行业
收入增长较慢甚至下降带来的
不利影响。

居居民民收收入入增增速速第第三三次次跑跑输输GGDDPP涨涨幅幅
经济下行碰上去产能，此现象并不意外

国家统计局19日公布今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宏观经济数据。前三季度GDP为529971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 . 7%，而三个季度GDP增幅均为6 . 7%。其他数据中，31个大城市失业率自
2013年6月份后首次低于5%。房地产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贡献率约8%。

在第三季度各项经济数据中，居民收入无疑是最受老百姓关注的。进入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却连续跑
输GDP。其实在今年经济下行和去产能双重压力下，工资增长出现放缓已是大概率事件，未来工资收入也会长期
处于低速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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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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