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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導致交通物流受阻等因素，4月份，內地工業
生產出現下降，當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2.9%，
製造業下降4.6%。從地區看，長三角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下降14.1%，東北地區工業下降16.9%，主要都是受
疫情影響部分企業停工停產造成。

在消費領域，4月份內地非生活必需品銷售和餐飲銷售
受疫情影響比較明顯，其中商品零售額同比下降9.7%，餐
飲收入下降22.7%，這拉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
使其同比下降達到11.1%。受疫情衝擊較嚴重的長三角和
東北地區，其限額以上單位消費品零售額同比下降幅度更
是均超過30%。

失業率6.1% 創疫情以來新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上升0.3個百分點至6.1%，這一數值創下2020年3月以來新
高。由於本輪疫情多爆發於上海、長春等大城市，導致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攀升0.7個百分點至6.7%。2022
年，內地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到1076萬人。在此背景下，
年輕人就業承壓突出，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明顯高於
總體6.1%的水平，錄得18.2%，更是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
高。

近期，諸多外資機構看衰中國今年實現5.5%的GDP增
速目標，普遍認為今年GDP增速將在4.2%-4.8%之間。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
凌暉對此表示，3月份以來，中國經受住 「武漢保衛戰」 以
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目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部分地
區已開始有序推進復工復產，上海9000多家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中，已經復工企業佔比接近50%。從5月以來的情況
看，前期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貨運物流持續恢復，全國發電
量等一些實物量指標也在改善。

付凌暉說，疫情衝擊下，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韌性彰
顯，發展繼續好於傳統行業。如1至4月份高技術產業投資
同比增長22%；4月份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42.2%。

消費投資支撐 抗擊風險挑戰
「投資穩增長作用將繼續發揮，基礎設施和製造業投

資支撐有力。」 付凌暉介紹，隨着專項債發行和使用加
快，內地可用於基礎設施投資的財政資金較為充足，1-4
月份新開工計劃總投資增長28%。此外，一旦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正常生活秩序得到恢復，被壓抑的消費需求會得
到較快釋放， 「消費、投資等仍然會成為中國經濟穩定、
抗擊各種風險挑戰的堅實支撐」 。

付凌暉強調，儘管有諸多困難，但內地經濟穩中向
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在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各項政策措施的支持下，中國經濟能夠克服疫
情的影響，逐步企穩回升，保持平穩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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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多指標下行 經濟將企穩回升
國家統計局：疫情擾動無礙平穩運行 新產業韌性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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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覆下，16日公布的中
國4月份主要經濟指標下滑。儘管
如此，中國國家統計局仍強調
「國民經濟有望企穩回升」 。這

種回升動力何在？這一判斷，從4月份中國經濟
成績單中可找到支撐。

新動能持續成長壯大，進一步開拓經濟增
長空間。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注意
到，4月份中國製造業投資繼續保持較高增長水
平，1-4月增長12.2%，其中高技術產業投資增
長達到22%。此外，綠色智能產品生產搶眼，4
月份，新能源汽車、移動通信基站設備、太陽
能電池產量同比分別增長42.2%、21.6%、
20.8%。

一系列數據顯示，儘管受到疫情衝擊，但
中國經濟並未傷筋動骨，高質量發展大勢未
變。但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
平提醒，要努力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
標，有效控制相關風險，僅靠自身潛力和韌性
還不夠，當務之急是綜合施策着力擴大內需。
尤其要全面和深入地挖掘消費增長潛能。溫彬
也指出，下一階段，要盡快控制疫情，最大程
度降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中新社

穩就業當務之急 聚焦中小微企
受內地多地疫情散

發影響，四月中國宏觀
經濟數據全面走軟至年
內低點。受訪專家強

調，經濟階段性低點或已出現，近期
部分生產活動正持續修復，惟投資、
消費復甦節奏相對滯後，隨着本月疫
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在復工復產有
序推進、系列穩增長政策持續加強背
景下，中國經濟將進入 「觸底反彈」
階段，預計 「穩就業」 政策已成為當
務之急。

植信投資研究院宏觀高級研究員

羅奐劼表示，從最新宏觀數據看，疫
情造成的停工停產對工業生產造成較
大影響，零售數據亦遇較大衝擊，固
定資產投資繼續成為經濟 「穩增長」
的主動力，上月經濟數據已走軟至年
內低點，後續促消費政策需從 「保就
業、降成本」 和提振消費需求等維度
落到實處。

國金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趙偉觀
察到，上月工業生產數據雖遜預期，
但部分中游製造業生產卻仍展現出較
強韌性；另一方面，儘管服務業數據
加速下滑，但市場對業務活動的憂慮

已有紓緩跡象。綜合當前形勢判斷，
宏觀經濟最弱階段可能已經過去，未
來聚焦 「穩就業」 的政策亟待加碼。

民生銀行研究院宏觀研究中心主
任王靜文認為， 「穩就業」 已成為當
務之急，只有穩住就業，方能守住民
生底線，確保社會穩定， 「只要 『就
業』 不出問題，全年5.5%左右的經濟
增長預期目標就可以有一定的伸縮空
間」 。他並指，穩就業的前提是穩住
市場主體，特別是穩住創造就業的主
力軍中小微企業。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4月主要經濟指標一覽

大公報記者張帥整理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下降2.9%

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
同比下降6.1%

城鎮調查失業率
6.1%，比上月上升0.3個百分點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同比下降11.1%

（商品零售同比下降9.7%，餐飲收入下降22.7%）

居民消費價格
同比上漲2.1%
漲幅比上月擴大0.6個百分點

高技術產業投資
增長22.0%

高技術製造業
增長25.9%

電子及通信設備
製造業

增長30.8%

醫療儀器設備及
儀器儀錶製造業投資

增長29.4%

高技術服務業
增長13.2%

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
增長21.9%

研發設計服務業投資
增長21.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1-4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15354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8%。

高技術產業成投資熱點 攻關綠色智造
着力擴大內需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今年以
來，在全球疫情和烏克蘭危機持續影響下，全
球能源和糧食價格供求關係緊張。國家統計局
新聞發言人付凌暉16日表示，近期國際糧價不
斷上漲，但是國內保持總體平穩。中國糧食生
產連續7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庫存較為充
足。稻穀、小麥兩個口糧品種連續多年產大於
需，有少量進口主要是為品種調劑。

據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去年以來，中
國糧食價格整體保持在高位，農民種糧收益提
高，2021年全國畝均種糧收益824元人民幣，
為近五年來最高水平。

付凌暉指出，對中國來說，玉米和大豆有
一定進口量，會受到國際市場一定程度影響，
但影響有限。今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形勢持
續轉好，糧食價格保持穩定有較好基礎。

付凌暉表示，在食品價格能夠保持穩定之
外，中國能源供給穩定也有保障，伴隨煤炭產
能逐步釋放，有利於抑制能源價格上漲，同時
多數工業消費品供給能力充足，因此保持價格
穩定有較多有利條件。

稻穀小麥產量足
糧價穩定有基礎

中國經濟穩定增長
四大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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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駕駛農機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的
田地裏翻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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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控取得成效
復工成果顯現

重大基建投資
穩增長支撐點

消費全面升級
釋放內需潛力

RCEP效應
出口持續增長

•目前上海9000多家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中，已復工企業佔
比近50%。5月以來，前期受
疫情影響較大的貨運物流持續
恢復，全國發電量等實物量指
標也在改善。

•各地區各部門大力推動重大
製造業投資項目開工建設，實
施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
有利於增強企業發展信心，製
造業投資增長仍有支撐。1-4
月份，製造業投資同比增長
12.2%，快於全部投資增長。

•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正
常生活秩序得到恢復，被壓抑
的消費需求會得到較快釋放。
受益於信息技術發展，一些傳
統接觸型消費加快向線上轉
移，居民消費升級態勢仍會持
續。

•今年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落地實
施的第一年，穩外貿政策會持
續顯效。1-4月份，中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

同比增長15.4%。

資料來源：中新社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
（（不含農戶不含農戶））

1-8月
2021年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1-2月
2022年 1-3月 1-4月

88..99%%

77..33%%
66..11%%

55..22%% 44..99%%

1212..22%%

99..33%%

66..88%%

◀民眾在呼和
浩特市商場選
購時裝。

◀滬汽車業穩推復
工復產。圖為上海
加冷松芝空調公司
生產線。

▶中美企業共同開
發的醫療護理車在
南京下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