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上季中國
GDP同比增長6.8%，好於預期，更是2014年二季度
以來的首次回升。專家表示，2017年中國經濟將延
續 「穩中向好」態勢，今年GDP同比增速雖可能溫
和回調至6.5%，更注重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交銀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教授提醒說， 「特朗普
新政」、 「資本外流和匯率波動」、 「民間投資動
力不足」以及 「樓市降溫過快可能帶來經濟下行壓
力」是今年影響中國經濟的四大不確定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副所長閻衍判斷
，2017年中國GDP實際增速將微降至6.5%，走勢將
呈 「前高後低」態勢。他並指，今年是中國經濟持

續築底的一年，2018年初宏觀經濟有望逐步回暖。
招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表示，當前

中國經濟仍存下行壓力，房地產和汽車銷售降溫風
險值得警惕，但去年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積極因
素仍會延續。

劉東亮坦言，今年上半年宏觀政策料以 「防風
險、穩匯率」為主，下半年則側重 「穩增長、穩物
價」，不排除今年下半年中國央行開展降準的可能
性。

連平強調，如果未來中國外需環境獲得改善、
房地產市場運行平穩，且民間投資出現回升，經濟
增速亦可能高於6.5%。

●經濟下行壓力仍然不小
●民間投資增速雖緩慢回升，但仍低迷
●資本外流壓力猶存
●去槓桿和降成本仍需加力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

解讀全年經濟成績單

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21元人民幣，實際增
長6.3%， 「跑贏 」人均
GDP增速

居民收入穩定增長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達64.6%；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實際增長6.8%，超過經濟整
體增速

消費「頭架馬車」強勁

城鎮新增就
業超1300萬人

人口就業
總體穩定 第三產業增加佔GDP

比重為51.6%，比上年提
高1.4個百分點

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進出口總額比上

年下降0.9%，降幅比
上年收窄6.1個百分點

外貿趨穩

單位GDP耗
能比上年下降5%

節能減排
初顯成效

今年面臨四大挑戰

近年來全球經濟處深度調整期，儘管中國經濟仍存下行壓力，但中國成為全球經濟 「火車頭」 已是
不爭事實。2016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7%，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該增速使中國超越印度
，再度成為全球經濟增速榜首。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 「十二五」 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
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30.5%，躍居全球第一；2016年貢獻率仍居首位，達到33.2%。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關 昭

民意並非選特首唯一標準
《蘋果日報》評論昨日標題是 「

港人擁護」 為特首基本條件。
文中將林鄭月娥與曾俊華兩個參

選人作一比較，指前者獲 「中聯辦」
加持，主攻建制選委，民意並不重要
，後者則全力搶攻民意戰場。文中還
說，從過去選舉結果看，沒有民意支
持，亦難以獲得中央「欽點」，云云。

所謂 「港人擁護」 或民意支持是
當特首的基本條件，此話當然不會有
錯。事實是， 「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
日前在《紫荊》雜誌訪問中提出的特
首四個基本條件：愛國愛港、中央信
任、管治能力之外，第四點就是 「港
人擁護」 。

作為特首人選，如果得不到市民
擁護，民意支持度偏低，那肯定不會
是特首一職的理想人選，施政不是舉
步維艱，就是事倍功半，不僅經濟民
生難以發展改善，社會和諧也會大打
折扣。因此，中央對下任特首提出的
基本條件，將港人擁護與愛國愛港、
中央信任、管治能力此三大要素並列

，是並不奇怪的。
然而，民意支持固然不可少，但

什麼樣的民意才是真正的、值得聽取
的民意，卻大有商榷餘地。

舉個可能較偏向的例子，極少數
激進 「本土」 和 「港獨」 分子，他們
的主張是不是也是民意？特首人選是
要直斥其非還是含糊其詞以爭取他們
的支持？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特首參選人或下任特首，不
僅要聽取民意、吸納民意，更重要的
是對民意取態要正確分析和善為引導
，令民意凝聚起來成為支持政府依法
施政和推動社會發展的正能量，而不
是為民意而民意，為爭取支持而放棄
是非模糊了底線，這是不可能得到中
央信任，也不符合其他基本條件的。

民眾擁護，十分重要，民意聲音
，一定要聽，但拿一些參選人來作比
較，指某某的民意支持度比某某高，
那不過是企圖以所謂民意來向參選人
施壓，扭曲特首選
舉的性質而已。

井水集

中國經濟企穩 轉型成效顯現
在消費與服務業發力之下，去年

中國經濟增長達到百分之六點七的預
期目標，雖較前年回落零點二個百分
點，但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勢頭。令
人欣喜的是，去年第四季經濟增幅較
前三季略為加快零點一個百分點至百
分之六點八，超出原先預期，為兩年
來首次錄得季度增幅回升，由此可見
中國經濟短期已告企穩，結構轉型成
效逐步顯現。

剛剛過去的一年，世界經濟經歷
急風暴雨，外在不利因素復加內在處
於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關鍵時刻，
中國經濟依然保持穩中有進，實在難
能可貴，反映中國有能力應對環球經
濟逆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
以去年經濟增速計算，中國再度成為
世界經濟第一大引擎，引證中國經濟
內在增長潛能巨大，又一次對提出唱
空中國論者作出強而有力的反擊。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
濟總量已超逾七十萬億元人民幣，目
前追求增長質量比速度更加重要。從

最新公布的經濟成績表，中國結構與
產業正在持續優化，在新舊動能轉換
過程中取得初步成效。

首先，消費與服務業拉動經濟增
長作用愈來愈大，一定程度抵銷外貿
出口下跌與固定資產投資放慢帶來的
負面影響。去年第三產業（服務業）
增加值佔GDP比重按年上升一點四個
百分點至百分之五十一點六，而消費
支出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百分之六
十四點六，逐步見到增長模式由出口
與投資轉變為消費與服務業帶動經濟
增長。

其次，創新驅動經濟發展，釋放
新增動力。高技術產業與戰略性新興
產業增加值去年分別上升百分之十點
八與百分之十點五，遠高於百分之六
整體工業增加值，而在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下，新登記企業按年增加百分
之二十四，顯示工業小微企業景氣回
升。

第三，去產能去庫存等供給側改
革取得進展，紓解產能過剩問題。截至

去年十一月底，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
微增百分之零點五，按年大幅放緩四
點一個百分點，上月底止商品房待售
面積按年減少二千三百多萬平方米。

不過，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錯綜
複雜，特朗普新政成為世界經濟面臨
最大風險，今年隨時驚現更多黑天鵝
，外部不明朗因素將繼續困擾中國經
濟，令當前穩中向好的基礎並不牢固
，尤其是今年中國繼續推進去產能、
去庫存及去槓桿等結構性改革，難免
帶來陣痛，需要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

值得注視的是，全年民間投資增
長百分之三點二，雖然較去年前三季
加快零點七個百分點，但仍然屬於近
年較低的增長水平，當局需要對民間
投資進一步給力，包括加大政府基建
投資、推動減稅降負以及加快國企混
改，提振市場信心。

今年中國經濟預期繼續處於L形
底部橫行的形態，保持基本面穩定，
除了有利進一步深化結構性改革，更
為長遠經濟反彈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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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超印居榜首 貢獻世經33.2%列第一

中國火車頭拉動全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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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增量約5萬億人民幣

= 五年前年增10%的量

= 1994年內地經濟總量

6.7%中國

6.6%印度

增速重回世界第一

增速

2017年中國GDP料增6.5% 樓市對GDP貢獻6.5%仍是支柱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說，當前
全球整體經濟增速約3%左右，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速始終維持中高速水平，
無疑對全球經濟增長起到了 「穩定器」作用。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
所原所長陳鳳英看來，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
增長的頭號引擎固然重要，但更值得一提的是
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一系列具有引領性的外溢
效應。

三大領域引領全球經濟
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引領主要體現在三大領

域。孕育商機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
在達沃斯論壇年會上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
將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外來投
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7500億美元，出境遊將
達7億人次。

推動全球減貧事業方面，《中國扶貧開發
報告2016》顯示，按世界銀行2011年的貧困標
準，1981年至2012年，中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
7.9億，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1.82%。

創新方面，中國科技部預計，去年中國全
社會研發支出將首次超1.5萬億元人民幣，科技
進步貢獻率增至56.2%。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授

權均位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

表示，中方還力圖就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提
出新的理念，「這種發展模式和發展質量方面的
貢獻，讓中國對世界經濟發揮更加重要作用」。

帶動增長動能走向中高端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認為，中國短

期經濟企穩的同時，改革的總體框架已基本穩
定，未來中國經濟或需依靠自身動力的修復來
維持上行。

劉學智說，中國經濟未來的成功轉型，將
帶動全球經濟增長動能向中高端轉移，從而更
有效提升全球資源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另一
方面，隨着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大量低
端產業將從中國逐步轉移至其他欠發達國家，
並為上述國家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和空間。

需指出的是，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全球
經濟治理結構面臨變革的背景下，中國始終積
極貢獻智慧，這其中 「一帶一路」倡議便是最
好例證。

國家社科基金決策諮詢點首席專家、同濟
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石建勳教授指出， 「一帶
一路」倡議，是基於所有參與國的互利互惠，
該國際關係和全球貿易新模式，將使全球化變
得公平且富有人性。

【大公報訊】記者譚笑北京報道：在20日國新辦發
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介紹，
去年房地產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是6.5%，如果算上建築
業，比重可能還會更高一些，仍是中國經濟支柱產業。
今年政府將貫徹房地產是 「用來住的，不是來炒的」方
針，促進樓市繼續健康發展。

寧吉喆表示，2016年房地產發展形勢總體良好，但
分化比較嚴重。隨着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因地制宜
採取有效措施，房地產價格漲幅已得到控制，房地產市
場調控取得明顯成效。但在三、四線城市和縣城，房地
產庫存仍較多。寧吉喆認為，房地產調控還需堅決控制
房價過快上漲和房地產炒作， 「要建立房地產發展的長

效機制和基礎性制度。」他預測，2017年中國房地產還
是能夠保持健康發展。 「政府會從老百姓住房基本需求
這個民生大事來考慮，切實貫徹房地產是 『用來住的不
是來炒的』方針，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對世界經濟增長

貢獻率

（按2015年美元不變價）

41.3%中國

16.3%美國

1.4%日本

對全球經濟增速
貢獻百分點
（IMF報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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