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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深

15

去年中国GDP超过74万亿 增速6.7%

上周指数继续震荡

个股出现反弹

上周大盘小幅上涨0.33%， 创业板下跌1.01%，两

市总成交量较前一周减少8.55%。量能有所萎缩，赚钱

效应逐步改善，结构性机会与风险并存，是本周盘面

主要特征。

从技术上看，上周大盘先抑后扬，沪指在3044点

获得支撑。3100点与半年线反复震荡， 最后站稳并呈

价涨量缩态势。周K线组合显示，短线大盘探底成功、

重心上移，但能否挑战并站上18周线，量能释放是关

键。日线技术指标显示，上周四市场出现地量后，杀跌

动能减弱。上周五大盘低开高走，并呈价涨量增态势。

大盘在经过短暂蓄势后再起升势， 但10日、18日均线

对指数形成反压，能否有效突破，量能释放是关键。只

有量价有效配合，MACD指标才能重新形成金叉。

总体来看，横盘蓄势整理概率较大。同时，无论从

近日超跌次新股的活跃，还是创业板反弹力度强于沪

市来看，可以确定，近日行情性质为超跌反弹而并非

反转，存量博弈仍是主基调。本轮反弹空间有限，中线

难以超越3300点。操作上，淡指数、重个股、不追高，逢

低关注超跌次新股、前期超跌股，以及底部形态较好

股，回避前期连续涨幅过高股。

文/于一舟

1月2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16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国

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

“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是中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高的速度。”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

经济增长同时，还伴随着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依旧运行在合理区间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初步核算，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

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增长均为6.7%，四季度增长6.8%。

宁吉喆表示，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 处于

合理运行区间，是中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高

的速度，同时还伴随着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

他认为，“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与“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提高”是过去一年新常态特征明显的两个主要标

志。从结构优化看，2016年，服务业的比重继续提高，消费

贡献率占了将近2/3。从转方式来看，2016年，单位GDP能

耗下降5%，清洁能源比重上升，企业效益提高。

房地产多项指标大幅上涨

去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度“过热”，部分一线城市房

价上涨速度较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较2015

年，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多项指标在2016年出现了大幅上

涨。

2015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1.0%，其中住宅

投资增长0.4%。 而在2016年， 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2581亿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7.5%），其中住宅投资增长6.4%。

再比如，2015年， 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了

14.0%，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了14.6%。而在2016年，房

屋新开工面积166928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8.1%，其中住

宅新开工面积增长8.7%。

此外，2016年在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全国商品房销

售额上，相较2015年增速均大幅上涨。

■解读一

房地产：今年应稳健发展

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楼市发展方向：“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也成为各地今年调控楼

市的主基调，这会对GDP产生什么影响？

1月20日，宁吉喆在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房地产政

策还是要因地制宜和分城施策，要促进和保持中国房地产

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要建立房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和基础

性制度。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2016年房地产行

业对GDP增长贡献率是7.8%，2015年这一数据是2.4%。盛

来运认为，2017年我国房地产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对经

济影响不会那么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2016年房地产

去库存取得一定成绩，总的库存量在减少。但也看到一些

问题，一线城市和热点城市房价疯长，纷纷出台限购措施。

这说明还没有找到既符合国情又符合规律的让房地产健

康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今年重点是在这方面下功夫。

他认为，2016年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8%。

总体来看，今年房地产仍应是基本平稳的状态，还是要形

成长效机制让产业平稳成长，不出现去年疯狂的状态。

姚景源表示， 去年因城施策的原则应该继续落实，稳

住一线城市和热点城市价格，三四线城市还以去库存为主

要任务。

他判断，今年房地产回落幅度应该不会过大，在房地

产形成有效机制的基础上，应该加大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因此房地产一个领域的状态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

太大影响。

■解读二

居民收入：增幅未超GDP增速

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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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GDP

增速低0.4个百分点。

姚景源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实现两个同步，一是和

国民经济增长同步，还要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目前看，整个

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因此收入也略有回落；如果劳动生产率

没有大幅提高，收入上去了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他认为，居民收入应该看一个周期，比如十三五期间能否

实现两个同步，实现翻一番战略。居民收入集中体现了经济方

式转变、结构调整，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等指标。另一

方面，居民收入增幅虽然没超过GDP增速，但就业形势较好，要

算大账。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居民收入增速连

续三个季度低于国民经济增速， 这会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按

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过去几年一直处于下滑状

态。今年消费整体会稳，但仍然会逐渐回落。

■解读三

实体经济：加强金融服务等措施

一些学者认为现在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如预期乐观，中国是

否存在脱实向虚的隐忧？

对此，宁吉喆表示，应该说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可能是

有。

他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加强金融为实

体经济服务。这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业的效益有所改善，

实体经济的状况是在改善的。此外，对于一些资本市场的波动

现象，过去一年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姚景源表示，今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振兴实体经济。“中国

经济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脱实向虚，相当数量的

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用加杠杆方法去库存导致存在金融

风险，而实体经济却融资难贷款贵。”

他认为，2017年需要通过实体经济振兴来解决， 以应对房

地产回落可能带来的影响。

赵庆明则表示，从GDP的增速、消费、投资、工作增加值等

各项指标来看，今年的实体经济还是会有所回落。尤其是GDP

增速一定比2016年低一些，进出口仍然会是负的。考虑到物价

因素，今年的名义的消费增速和名义固定资产增速可能会高一

点，但实际增速可能还是会回落。

■解读四

经济走势：缓中趋稳

去年，我国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均为6.7%，四季度增速达

到6.8%。那么对2017年的经济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赵庆明认为，虽然2016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为6.8%，但这

并不代表GDP在2017年将往上走。今年GDP的增速仍然会继续

回落，预计全年增速在6.3%到6.5%。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换挡期，通过用CPI、PPI、企业

利润等指标来看待中国经济的情况更准确。 从这些指标看，

2017年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复苏迹象。

姚景源认为，去年经济是缓中趋稳，今年应该是稳中有进。

去年趋向稳但基础还不牢固，所以今年要稳中有进，把稳的基

础做扎实。

他表示，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速度问题，也不是数

量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结构问题，质量和效率问题，不应把更

多的注意力放到GDP上，重点仍是结构优化、增长方式的转变。

24省份经济增速跑赢全国水平

今年1月以来，全国各省份密集召开地方两会。目

前已召开两会的28个省份里，27个省份已公布了2016

年的经济成绩单。记者梳理发现，20个省份的2016年

经济增速达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其中，西藏、重庆、贵

州的经济增速领跑 ， 三地去年GDP增速分别为

11.5%、10.7%和10.5%；24个省份的经济增速跑赢全

国。

数据显示，20个省份的去年经济增速达成去年年

初制定的目标。其中，西藏、重庆、贵州的经济增速领

跑， 三地去年GDP增速分别为11.5%、10.7%和10.5%。

山西、陕西、内蒙古、广西、河北、湖北、湖南7省份经济

增速未达到去年年初的预期目标，其中，山西省2016

年预期增速目标为6%，实际增速为4.5%，在所有公开

省份中垫底。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6年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74万亿，比上年增长6.7%。对照此数据

发现，24个省份去年经济增速跑赢全国数据， 北京持

平，黑龙江和山西经济增速则低于6.7%。

多省份下调今年经济增速目标

记者发现，各省份在制定今年经济预期增速目标

时，也呈现差异化。天津、湖北、湖南、河南、广东、上

海、浙江、广西、山西9个省份下调了2017年增速目标。

2016年， 山西省经济仍未进入合理增长区间，增

速已连续三年低位徘徊。 去年山西省的经济增速为

4.5%，距其年度目标相差1.6个百分点。今年，山西省的

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

此外，经济增速长期领跑的天津也在2017年选择

“主动降速”。 天津市在2016年初设定的增速目标是

9%，今年则调低为8%。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