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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口口疲疲软软再再去去产产能能，，66 .. 77%%已已不不易易
2016全年经济数据公布，GDP增速创26年新低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6年国内主要经济数据。经初
步核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6 . 7%。这一数据虽是近26年来新低，但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一速度处在合理区
间，表明中国依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中国增速领涨全球
统计数据真实无误

去年第四季度，中国GDP
同比增速为6 . 8，高于第三季
度6 . 7%的增速。这也是中国自
2015年第三季度后，10个季度
首次出现GDP同比增速提高。
去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
增速均为6 . 7%。

尽管增速放缓，宁吉喆
表示，从结构上看，服务业比
重继续提高，消费贡献率占
了将近2/3，高技术产业加快
增长。从转方式来看，2 0 1 6
年，单位GDP能耗下降5%，
清洁能源比重上升，企业效
益提高。此外，中国GDP的增
速很有可能超过印度，成为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速
度。以目前中国现在的经济
体量与2%的出口负增长，伴
随着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
式转变、新动能成长，保持这
种增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同日，财政部公布了辽宁
省2011-2014经济数据造假的
4种方式。一是通过虚构应税事
项和纳税依据，虚增耕地占用
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收收
入。二是通过虚假拆迁或转让
土地、使用财政资金缴纳国有
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虚增非税
收入。三是违反国家规定对企
业税收实施先征后返。四是有
的市县还通过违规编造、随意
调整财政月报的方式虚增财政
收入。

财政部表示，这种行为影
响了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
判断，误导了中央决策。同时也
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的转移支
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可用
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对此，宁
吉喆称，这次公布的2016年全
国经济数据是真实可靠的。

居民收入未跑赢GDP
贫富差距稍稍提高了

除GDP数据外，统计局
还 发 布 了 其 他 相 关 经 济 数
据。其中，与老百姓关系最直
接的便是居民收入。根据统
计局数据，2016年全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 . 4%，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 . 3%。
上述数字低于全年实际经济
增速6 . 7%，也低于6 . 5%的

“十三五”年均增速目标。
据此测算，在未来 4 年

内，只要居民收入年均实际
增速在5 . 3 3%以上，到2020
年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
目标就可实现。

GDP的算法主要有三种，
若根据收入法来计算，即GDP
=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
入（生产税净额）。若居民收入
未跑赢GDP，则说明企业收入
和政府收入增长较快。

而具体到城乡差别，去年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3616元，增长7 . 8%，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 . 6%；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增长
8 . 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 . 2%。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居
民收入的2 . 7 2倍，而去年为
2 . 73倍。

而对于能反映贫富差距的
基尼系数（越大表示贫富差距
越大），宁吉喆称去年的基尼系
数“稍微提高”了0 . 003，但并
没有改变其近年来总体下降的
趋势。

宁吉喆称，去年城市一部
分低收入者养老金的收入增速
略有放缓，农村一部分只靠粮
食生产收入为主的，由于粮价
的下跌，收入略有减少，这造成
了基尼系数的微涨。但他表示，
随着未来加大脱贫扶贫攻坚的
力度加强和城乡一体化的步伐
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会保持逐
步缩小的趋势。

房地产数据“亮眼”
东西部差距明显

在各项经济数据中，最
“ 亮 眼 ”的 莫 过 于 房 地 产 。
201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超1 0万亿元，比上年名义
增长6 . 9%，比上年加快5 . 9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
长6 . 4%。房屋新开工面积比
上年增长8 . 1%，其中住宅新
开工面积增长8 . 7%。全国商
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 . 5%，销
售额增长34 . 8%。

房地产投资的火热，也拉
动了其他经济数据的增长。例
如，在社会消费品零售分类统
计中，建筑及装潢材料的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14%，涨幅位居
各分项首位。

对此，宁吉喆表示，从全国
范围看，房地产发展形势总体
还是好的，但是同时分化比较

严重。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要
看两方面，一方面要对房价过
快上涨、房地产炒作坚决控制。
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房地产分
化的现象。

宁 吉 喆 所 说 的 分 化 现
象，在东中西部房地产数据
对比中就可看出。从房地产
开发投资额和销售额上看，
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总
和还要多。而从增速上看，中
部崛起背景下，中部地区接
受 的 房 地 产 投 资 额 增 长
9 . 9%，高于东部的6 . 4%和西
部的2 . 9%。中部和东部在房
地产销售额上均有38 . 7%的
增长率，高于西部的18 . 3%。

汽车行业增幅最快
四季度制造业回暖

2016年末，关于中国经济
应该脱虚向实的讨论渐热。而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看
出，至少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
实体经济向好趋势明显。

宁吉喆首先表示，中国经
济整体上并不存在脱实向虚的
现象，只是在某些方面及领域
可能有。针对房地产等行业
增速高于工业增速的问题，
宁吉喆首先界定了实体经济
和虚拟经济的概念。他认为，
房地产如果是炒买炒卖，就
不属于实体经济。但是，房子
如果只是用来住的，房地产
自身需要砖瓦沙石，就是实
体经济。

而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数据上来看，制造业和电热气
水供应业都实现了一定程度增
长，采矿业则出现了1%的负增
长，其中第四季度负增长幅度
为2 . 5%。再细分行业，企业制
造业增速达15 . 5%，计算机通
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也超过
10%，黑色金属冶炼业则出现
1 . 7%的负增长，第四季度负增
长幅度为13 . 1%。去产能成效
初显。

而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这一数据则可看出，2016
年第四季度经济明显好转。
该数据全年出现1 . 4%的负增
长，但在第四季度则有5 . 5%
的增长。该数据增长说明，制
造业工厂生产出的产品，能
够 以 更 高 价 格 卖 给 下 游 工
厂，反映了制造业景气指数
上升。

据新华社、统计局官网

对于2016年经济数据，有
专家解读为“缓中趋稳、稳中
向好”。而对于2017年经济走
向，有分析认为，其将受到经
济政策的影响。部分学者认
为，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继
续放缓，6 . 5%或是一个比较
合理的结果。

尽管2016年经济数据符合
预期，但其中房地产的拉动作用
也是不可忽视。在目前全国大中
城市纷纷出台调控措施的情况
下，能否在房地产一旦下滑的情

况下稳增长就成了挑战。
2017年中，诸如房地产税

改革的讨论会上升，政府对于
房地产的调控也会继续，房价
在部分城市出现疲软将成为大
概率事件。但同时，在中西部地
区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有希
望继续得以发挥其拉动经济的
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相比于
2016年会减弱。

而在世界经济走势不稳定
的情况下，出口很难再和以往
一样有拉动经济的巨大动力。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也会造成
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去产能
政策的继续推进，固然将继续
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但随之带
来的就业和政府债务问题，也
值得关注。

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价
格（CPI）温和上涨，工业产品
出厂价格（PPI）也在年底实现
正增长。这固然反映了中国经
济有起底回升的态势，但也有
专家担忧，随着P P I转移至
CPI，中国经济将在2017年面

临一定的通胀压力。
有学者认为，解决通胀问

题最直接的手段是采用相对紧
缩的货币政策。除了国内通胀
压力，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
也在考验央行是否会采取一定
程度加息。目前来看，实体经济
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未
来的重点应该是削减税费。这
也为货币政策的适度收紧提供
了空间。

但同时，宁吉喆表示，目前
中国在负债问题上仍处于合理

空间，且经济发展对新增资金
存在需求。在经济未来走势仍
不明朗的情况下，为降低金融
风险，对银行提供一定的资金
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根据央行
近期表态，2017年我国的货币
政策为稳健中性。在保增长的
同时，如何兼顾去杠杆、抑泡
沫、稳汇率、防风险几大任务值
得关注。有分析建议，在不采取
继续宽松政策的前提下，应该
增加对部分行业的针对性资金
支持。 据新华社等

外部走势不明，房地产拉动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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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2016年中国主要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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