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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國內生

產總值45093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可

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3%。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增長6.4%，二季度增長6.2%

，為1992年以來季度GDP增速最低。

全球主要經濟體名列前茅
毛盛勇指出，一方面，6.3%在全球主

要經濟體裏應是一個名列前茅的速度。另

一方面，按照新發展理念，沒有刻意去追

求增長速度，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動結構調

整、轉型升級上，沒有為了保速度而刻意

放鬆政策，因此這一增速是比較扎實、有

質量、可持續、含金量高的，為實現全年

目標任務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

實際上，6月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均出現

回升勢頭。據國家統計局數據，6月份，工

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3%，比5月份加快1.3

個百分點；消費同比增長9.8%，比上月加

快1.2個百分點，為2018年3月以來最高。

投資增速也在趨穩。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5.8%，比1-5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

其中，基建投資提速0.1個百分點至4.1%

，製造業投資增速連續兩個月回升，達到

3%。毛盛勇解讀稱，這表明今年一系列逆

周期調節政策已經在產生作用，預計下半

年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會繼續顯現。

在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有輿論認為

貿易戰成為經濟下行的主要藉口。然而，

進出口數據顯示，對中國而言，貿易戰帶

來的直接傷害並不明顯。上半年，我國貨

物進出口總額14.6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

長3.9%。其中，出口7.95萬億元，增長

6.1%；進口6.72萬億元，增長1.4%。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說，穩外

貿舉措效應持續顯現， 「放管服」 改革深

入推進、大規模減稅降費措施接連落地等

，有效提振了市場、企業的預期和信心。

消費貢獻經濟增長達60.1%
需求結構上，上半年消費對經濟增長

的貢獻率達到60.1%，資本形成的貢獻率

降至19.2%，貨物和服務淨出口貢獻率為

20.7%。消費繼續擔當經濟增長第一動力

，毛盛勇表示，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

內需的增長，越來越依靠消費的壯大。

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三產業增長對

GDP的貢獻率為60.3%，高於第二產業

23.2個百分點，服務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進一步提升。

至於下半年，毛盛勇認為，外部環境

可能仍比較複雜，國內還有下行壓力，但

是經濟平穩運行的基本面不會變，而且現

在政策儲備還有很多空間，包括國內市場

在不斷地壯大，都有利於實現全年經濟社

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中國經濟半年報，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進一步
放緩至6.3%，但經濟仍平穩運行在6%-6.5%的目標區間；尤其6月份工
業、投資和消費等指標均出現超預期回升，消費增速9.8%更創2018年3月
以來新高，釋放出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的信號。其中，外貿總額增長3.9%
，穩定舉措效應持續顯現，中美貿易戰對GDP增速放緩的直接影響並不
大。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評價稱，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速度不
低、含金量較高、有後勁支撐的增長。隨着前期支持政策逐漸落地，中國
經濟有望在下半年錄得更好表現。

大公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貿戰影響微 上半年GDP穩增6.3%
6月多指標超預期回升 消費漲9.8%創新高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5日在國

新辦記者會上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

放緩，但三大民生指標表現較好，就業總

體平穩，物價基本穩定，居民收入增長快

於經濟增速。

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5294元，同比名義增長

8.8%，增速比一季度高0.1個百分點；扣

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比經濟增速

高0.2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長要快於城鎮，城鄉收入差距

在進一步縮小。

毛盛勇表示，按照聯合國目前的劃

分標準，中國是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

水平。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發展，

中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

還是較低，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

國家這一國際地位沒有變。

在就業方面，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

達到73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67%

，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毛

盛勇稱，5月調查失業率較上月微升0.1個

百分點，但穩定在5%左右的水平，就業

形勢總體平穩，背後還有一些結構性矛盾

需要關注。

毛盛勇表示，今年畢業大學生接近

830萬人，就業壓力增加，一些傳統行業

在推進結構轉型、去產能中也面臨就業壓

力。今年以來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穩定就業

、促進就業的政策和措施，有條件保持就

業形勢的總體平穩。

物價方面，毛盛勇指出，上半年居

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2%，扣掉食品

和能源的核心CPI上漲1.8%，居民消費價

格延續了溫和上漲的態勢。工業生產者出

廠價格PPI上半年同比上漲0.3%，保持小

幅上漲。

民生指標亮眼 居民收入跑贏GDP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上

半年房地產市場投資和銷售放緩，國家統

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5日表示，當前房

地產市場運行平穩，下階段穩地價、穩房

價、穩預期的預期目標可以實現，房地產

不會出現大起大落。

數據顯示，1-6月，全國房地產開發

累計投資61609億元，同比增長10.9%，

增速比1-5月回落0.3個百分點，商品房銷

售面積連續6個月處於同比負增長區間。

1-6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同比增長

7.2%，增速比1-5月份回落0.4個百分點；

土地購置面積同比下降27.5%，雖然比6月

1-5月份收窄5.7個百分點，但降幅仍較大。

毛盛勇指出，綜合房價、房地產投資

、房地產銷售、開工面積、土地成交等等

指標，當前房地產市場運行總體平穩。下

一階段來看，一方面城鎮化繼續推進，剛

需和改善型需求是支撐房地產市場的積極

因素；另一方面， 「房住不炒」 的理念越

來越深入人心，房地產因城施策，強調地

方政府主體責任。綜合兩方面因素，下階

段，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能夠做到，

房地產不會出現大起大落。

統計局：房地產不會大起大落
國家統計局15日

公布的經濟數據中，

「走低」 與 「走高」
成為兩個關鍵詞。二

者看似矛盾，又透視

出了宏觀經濟走勢的

邏輯。二季度增長

6.2%，較之一季度下

降0.2個百分點，創下自1992年有紀錄以

來的季度GDP增速新低。

但與此同時，6月份一系列主要經濟

指標較之5月份走高，5月份工業增幅為

5.0%，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值，而6月

份回升至6.3%。投資增速也在趨穩，基

建投資和製造業投資增速均回升。上半年

，消費對GDP貢獻率依然佔據60%以上

，是穩增長的主力，國內市場繼續為經濟

增長提供了迴旋餘地和騰挪空間。雖然這

一貢獻率相較於去年同期下降，但這並非

是消費降級的結果，而恰恰從側面反映了

投資回暖、貢獻率上升，結構更為均衡。

一低一高，一方面說明當前經濟下行

壓力仍大，尤其是貿易戰帶來的外部不穩

定性依然嚴峻──6月份的進出口均較去

年同期萎縮；另一方面也說明逆周期調節

和減稅降費政策效果正在逐步顯現，下半

年 「組合拳」 將持續發力。

因此，當前中國經濟的積極與消極因

素並存，平穩運行的基本面沒有變，但復

甦回升的基礎尚不穩固。上半年6.3%增

速的取得，是在沒有大水漫灌式強刺激下

取得的，再次體現出中國經濟良好的內生

韌性，未來伴隨逆周期調節的加碼，以及

減稅降費等政策的進一步落地，將對沖下

行壓力，為下半年經濟形成更好的支持，

為實現全年經濟增長區間目標提供後勁。

但要穩增長，還需要在深化改革、擴

大開放兩方面釋放更多紅利，以減輕企業

負擔、激發市場活力、注入增長動能。無

論是應對貿易戰的拖累，還是着眼中國經

濟長遠的提質增效、轉型升級，這都尤為

重要。

實際上，從今年以來，通過萬億量級

減費降稅、制定《外商投資法》、擴大外

資市場准入、出台負面清單、改善營商環

境等多舉措並舉，對各類市場主體起到了

重要的穩預期、穩信心作用。世界銀行《

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國排名從78位

躍升至46位。外資依然看好中國市場，

特斯拉超級工廠等一批旗艦項目開工，就

是最好的 「用腳投票」 。

減稅降費落地 下半年見後勁

GDP總量突破
45萬億元

居民收入增速
跑贏GDP增速

文化消費增長

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10330元 同比實增5.2%

其中，服務消費佔比為
49.4%

服務佔居民消費
半壁江山

食品煙酒
2950元

衣着消費
731元

居住消費
2389元

生活用品及服務
621元

交通通信
1387元

教育文化娛樂
1033元

醫療保健
941元

其他用品及服務
278元

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長 一季度 二季度

上半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收入增速 經濟增速

2019上半年
中國經濟數據

（記者海巖整理）

主要指標
工業增加值

消費
固定資產投資
房地產投資

進出口
居民消費價格CPI

工業品出廠價格PPI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北京觀察
馬浩亮

上半年中國經濟亮點
三次產業持續發展

夏糧豐收，與歷史上最高產的2017年
持平；工業增長平穩；服務業保持較
快增長

「三駕馬車」 運行平穩
消費增長總體加快；投資增速在趨穩
；進出口形勢好於預期

三大民生表現較好
就業總體平穩；物價基本穩定；收入
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城鄉收入
差距在進一步縮小

產業結構優化
大豆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在提升和
增加；上半年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
長9%；服務業貢獻提升

需求結構優化
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60%；社
會領域投資、高技術產業投資、製造
業技術改造投資保持在10%以上水平

外貿結構在優化
上半年一般貿易的比重比上年同期也
在繼續提升

（記者海巖整理）

▲201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
6.3%。圖為南京一家汽車製造廠內的
生產景象 中新社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5日表
示，下階段房地產不會出現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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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半年中國三大民生指標表現較好，居民收入增長快於經濟增速。圖為消
費者在海口日月廣場免稅店購物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