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经济增长回落明显  扩大内需成当务之急

——2008年第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评析

钟 宏

今年以 来，受国内接 连发 生的低

温雨雪冰冻、四 川汶川大地震、南方部

分地区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和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我国

国民经济运行呈总体回 落态势。

一、前三季度经济增长明显

回落

初 步核算，前三 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 201631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9.9% ，比 上年同期回 落 2.3 个

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 21800

亿 元，增长 4.5% ，加快 0.2 个百分点；

第 二 产 业 增加 值 101117 亿 元，增长

10.5% ，回 落 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

加 值 78714 亿 元，增长 10.3% ，回 落

2.4 个百分点。具 体 经 济指标 分析如

下：

一是 农业 生产形势良好，粮食实

现连续五年增产。初步统计，夏粮产量

12041 万吨，同比 增长 2.6% ；早稻产

量 3158万吨，比 上年略 增 6.2 万吨；

秋粮在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提 高的共

同推动下，再获丰收已成定局。粮食

总产预 计将创造新的历 史记 录，连续

5年增产。棉花和糖料产量基本持平，

油料产量恢 复性 增加，肉类产量继续

增加，生猪生产恢 复较快。

二 是工 业 生产增长放缓，企业 利

润 稳 定增长。前三 季度，规模 以 上

工 业 增加 值 同比 增长 15.2% ，比 上

年同期回 落 3.3 个百分点。分所有制

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11.8% ，集体企业增长 9.6% ，股份 制

企业 增长 17.5% ，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

企业 增长12.7% ；分轻重工 业看，重

工 业 增长 16% ，轻工 业 增长 13.1% ；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

13.6% 、19.2% 和 17.1% 。工 业产销衔

接 状况良好，前三 季度工 业产品 销售

率为 97.8%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8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 18685亿 元，同比增长19.4% ，

在 39个工 业 大类中 34 个行业 利润同

比增长。

三 是 固 定资产投 资平稳 较快增

长，投资结构有所改 善。前三 季度，

全 社 会 固 定资产投资 116246 亿 元，

同比 增长 27% ，比 上年同期 加 快 1.3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 定资产投资

99871亿 元，增长 27.6% ，加 快 1.2 个

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 资16375亿

元，增长 23.3% ，加 快 2.1个百分点。

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三次产业投

资分别增长 62.8% 、30.2% 和 24.8% ，

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同比加 快 21.7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

区城镇投 资分别增长 22.7% 、35.4%

和 29.5% ，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

东部。

四 是国内市场销售增速继续加快，

城乡消费均较快增长。前三 季度，社

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77886 亿 元，同比

增长 22% ，比上年同期加 快 6.1个百

分点。其中，城市社 会消费品 零售额

53165亿元，增长 22 .7% ；县及县以 下

零售 额 24721亿 元，增长 20.6% 。分

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 零售额

65573 亿 元，增长 22.0% ；住 宿和餐

饮 业 消费品 零售额 11055亿 元，增长

24.8% 。

五 是居民 消费价 格 涨幅 继 续放

缓，工 业品 出厂价格 涨幅 出现回 落。

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 ，涨

幅比上年同期 高 2.9 个百分点，但 比

上半年回 落 0.9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

居民 消费价格 上 涨 6.7% ，农村上 涨

7.7% 。前三 季度，商品 零售价格 同比

上涨 6.9% ，涨幅比 上年同期高 3.7个

百 分点；工 业品 出厂价 格 同比 上 涨

8.3% ，涨幅比 上年同期高5.6 个百 分

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

涨 12.4% ，涨幅比上年同期高 8.6 个百

分点；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

比 上 涨 8.5% ，涨幅比 上年同期高 1.8

个百分点。

六是出口 增速有所回 落，外商直

接投资大幅 增加。前三 季度，进出口

总额 19671亿 美元，同比增长 25.2%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比上年同期加 快 1.7 个百分点。其中，

出 口 额 10741 亿 美 元，增 长 22.3% ，

回 落 4.8 个百分点；进口 额 8931亿 美

元，增长 29.0% ，加 快 9.9 个百 分点。

贸易顺差 1810 亿 美元，同比减少 47亿

美元。前三季度，实际 使 用外资金额

744亿 美元，增长 39.9% ，比上年同期

加快 29 个百分点。

七是城镇新增就 业增加，城 乡居

民收 入继续增长。1-—8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 业人员848万人，下岗 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 业 370 万人，就 业困难

人员实现就业 104万人。前三季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1865元，同

比 增长14.7% ，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

增长7.5%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 入

3971 元，增长 19.6%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1% 。

八是货币信贷增速回 落，新增存

款 大幅 增加。9 月末，广 义货币（M 2）

余额 45.3 万 亿 元，同比 增长 15.3% ，

比去年同期回 落3.2 个百分点；狭 义

货币（M 1）15.6万亿 元，增长 9.4% ，回

落12.6 个百 分点；流 通中现 金（M 0）

31725亿元，增长 9.3% ，回 落3.7个百

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296477

亿 元，比 年 初 增加 34803 亿 元，同

比 多增 1201 亿 元；各 项 存 款 余额

454942亿 元，比 年 初 增 加 65601 亿

元，多增 18113 亿 元。前三 季度，货币

净投放 1350 亿 元，比 去年同期少投

放 608亿 元。

2008年三季度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提供）

二、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经济增速存在继续回 落的可

能。一方面世界经济在继续减速。尽

管近期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若干救

市措 施，对阻 止金 融危机向实体 经

济蔓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今年经济

继 续 下行几 成 定局，近期 IM F 再次

调低 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由

之 前的 4.1% 和 3.9% 下 调 至 3.9% 和

3% 。世界经济下行将会进一步影响我

国出口。另一方面 消费和投资等内需

有减速的趋势。前三 季度，受居民收

入实际 增幅下降和股票市场熊市财富

效应的影响，住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4.9% ，汽车销售增速同比回 落9 个百

分点。尽管房地产投资目前增长还比

较快，但可以 预 计随着住房销售的持

续下降，房地产投资也会减弱。前三季

度，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61310

亿 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7% ，占施 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比 重为 23.3% ，较

上年同期下降了 3.8个百分点，对投资

的稳 定增长形成了较 大的压 力。1—8

月份，规模以 上 工 业企业产成品 资金

同比增长 28.5% ，比 上年同期上升 8.4

个百分点，预示着需求的减弱。

二 是 农民 增收 难度 加 大。尽 管

今年农产品 价 格 有所提 高，各 项 惠

农补贴 不断增加，但 生产成本不断上

升，1—9 月农业 生产 资料价 格 上 涨

21.7% ，高于上年同期 15.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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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工资性 收 入、经营收 入增幅 回

落，前三季度农民工资性收 入增幅回

落 1个百分点，农民 家庭二 三 产业 经

营收入增幅回 落1 个百分点。

三 是房地产 市场低 迷。今 年以

来，全国房地产市场商品 房销售低迷，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商品 房销售面积

和销售额双双呈现负增长，且下降幅

度不断增大，商品 房空置面积 增长速

度有所加 快。前三 季度，商品 房销售

面积比去年同期下降 14.9% ，降幅比

上半年扩大 7.7个百分点 ；商品 房销售

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15% ，降幅比 上半

年扩大 12 个百分点。注 入房地产行业

的资金减少，前三 季度全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实现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10.7% ，

比上年同期回 落 27.2 个百分点，其中

定金及 预 收 款 同比下降 2.0% ，上年

同期增长 31.7% ，个人按 揭贷款下降

14.9% ，上年同期增长71.5% 。房地产

债务负担 较 大，前三 季度，各 项 应付

款同比增长 27.3% 。

三、全年国民经济发展预计

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三 季度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的增长情况，并考虑到 第四 季度可能

影响 经济增长的因素，预 计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 10% 左右，较 上年回 落

两个百分点左右。其余主要 经济指标

如下：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影响 第三

季度工 业增长放缓的季节性因素和奥

运会相关地区采取的临时性停产、限

产措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四 季度

将会消除，工业增速会有所提 高；而

国际 初级 产品 价格回 调和油、电、煤

等资源价格调整可望改善煤电油运的

供给情况，使工业 生产增速回 稳成为

可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多重因素

促进投资继 续较快增长，一是国内投

资需求依 然比较 旺盛，长期的投资增

长动力并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出现明

显的衰弱；二 是 灾后重建将给投资带

来恢 复性 增长的动力；三是东部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陆续转移将促

使中西部投资继 续快速增长。但 投资

增长也面临多重制约，如 工 业品 出口

增长减速使得出口 导向型投资增长减

速；部分地区中小企业 生产困难，部

分企业倒闭，中小企业投资趋于减少；

部分房地产企业因销售下降而陷入困

境，房地产投 资可能会下滑。另外，受

资金 紧张、新开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持

续低 迷的制约，投资增长的前景不容

乐观 ，但 年内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可

能性较 大。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增长

面临相当多的不 利因素，如居民 收 入

增幅下降，就 业增长减速使得部分居

民家庭预期收 入减速，股市和房市的

财富效应消失或下降影响居民消费预

期等，都将影响城乡居民的实际 购买

力。另 一方面，受物价上 涨、油价上

调、房屋销售面积减少的影响，住房、

汽车等消费热点有所降温，消费者信

心有所下降。总的看，消费继续加快增

长的动力有所不足 ，但年内可望保持

平稳 增长。

净出口：尽 管部分纺 织品 、服 装

的出口 退税率由 11% 上调至 13% ，但

出口 企业面临的压 力并未发生趋势性

变化，出口 增速放缓的趋势难以 扭转。

首先，世界经济下滑的风险 和次贷危

机扩大蔓延的趋势，将会继续影响我

国的出口 增长；其次，人民币升值、劳

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

素对出口 的负面 影响仍在持续，产业

升级 在阵痛中缓慢推进，未来出口 增

速有可能继 续放慢。而由于国际大宗

商品 价格近期 大幅回 落，使得进口 价

格指数 呈回 落态势，进口名 义增幅可

能放缓。综合起 来看，净出口 可能 呈

现平稳回 落的态势。

居民消费价格：随 着连续 4 个月

价格涨幅的回 落，价格上涨的预 期基

本稳 定；国内粮食、猪肉等生产形势

的进一步明朗化，国际初级 产品 价格

回 调，以 及上年翘尾因素的明显减弱，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将进一步回 落。但

上游产品 价格涨幅持续扩大、国际 初

级产品 价格仍 处高位也使居民消费价

格 回 落的幅度不会太大，预 计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在 6.5% 左右。

目前价格 涨幅 已处于低 位 运行，

保 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显得更为迫切，

而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全面放慢，外需

减弱的情况，应采取必 要措施努力扩

大国内需求。

一是结构性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 策。对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 策做 结构

性放松是应对经济可能减速的重要举

措。财政政 策主要是要利用好 当前财

政收 入形势较好的有利时机，通过结

构性 减税减轻企业负担，同时通过增

加财政 支出，努力调整产业 结构，扩

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

策要增强灵活性 和针对性，区别对待，

有压 有保，适 当调整存款 准备 金率，

把重点放在解决劳动 密集型中小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着力 优 化 贷款 结构，

进一步加 大对中小企业、灾区、农村

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金融支持。

二 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 消费需

求的增长。在外部环 境持续恶化、外

需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必 须在扩大投资和消费上下

功夫，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

要突出重点，对节能环保、改善民生、

技 术改 造、基础 设 施 等 方面 大 力 支

持、追加投资，加 大地铁、铁路、电网

建设，加 大经适房、廉租房投入，加

快发展城市和农村教育、医疗、文化、

卫 生等社会事业和公 共服务。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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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 入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建立随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

工资增长机制，继续调高个人所得税

起征 点；增加居民财产收 入。完善对

住房和汽车消费的信 贷政 策，加 快 完

善社会保 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消费预

期。

三 是 加 快推进经 济结构调 整步

伐。在存量方面，利用当前调整的有

利时机，切 实淘汰 落后 生产能力；在

增量方面，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

段，严格 行业 准入。在扩 大消费比 重

的同时，努力优化 投资结构，大力发

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

提 高高端产业的比重。鼓励 东部产业

向中西部转移，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

四 是 加 大 经 济体制机制改 革力

度。针对今年下半年价格 低位运行的

形势，要逐步理顺国内粮食价格和国

外粮食价格 的倒挂问题，适当提 高粮

食收 购最低保护价；积极推进增值税

转型改 革，适时出台物业税 ；努力理

顺能源价格，完善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

制，开征资源税，理顺资源要素价格

形成机制；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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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国内煤炭价格存在较大下滑压力

朱 明

今年 9月中下旬开始，国际 煤炭价

格出现 了大幅下跌，澳 大利亚 纽卡斯

尔港煤炭价格 一个月内下跌了近 40 美

元 /吨，跌幅高达 26.2% 。然而，国内

煤炭价格却依然高高在上，跌幅 远远

小于国际市场，一个月来仅下降 20——

40 元 /吨。国内煤炭价格能否在全球

经济放缓中“独善其身”，未来煤炭市

场供需形势会如 何演变，煤炭价格又

将走向哪里？

前三季度煤炭价格走势：

总体保持强势上涨，

但 9月开始涨势大幅放缓

今 年煤炭价 格 受旺 盛需求的拉

动，价 格 总体 上 延 续 了去 年的强 劲

上 涨势 头，国际 动 力 煤价 格 持 续上

涨，到 7 月 初 达 到 最 高 点，涨 幅 高

达 120% ，而 同 期 原 油 价 格涨 幅 为

50% 。国内市场方面，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 企 业 商品 价 格 监 测 情况 显 示，

前 8 个 月各 月煤 炭价 格 环 比 涨幅 都

在 3.3% 以 上，同比 涨幅也都逐 月提

高，8 月份 煤炭价格比去年同期上 涨

61.2% ，涨幅 相 当 于年 初 的 3.3 倍，

价 格 涨幅 最 大的是 焦煤，其次 为无

烟 煤，电煤涨幅排末位。但 从 9 月份

开始，情况发 生了急剧转 变，首先是

国际煤炭价格 大幅下跌。9 月中下旬

以 来，受金融海啸冲击，国际 动力煤

价格 一路走低 ，到达近 6 个月新低。

受国际 煤炭价格 大幅 下跌、对经 济

下 滑预 期上升以 及电煤临 时价格干

预 措 施 影响，国内煤炭价 格 涨势也

明显 放缓，部 分地 区、部 分品 种价

格 开始 下 跌，但 跌幅 远小于国际 市

场。发改 委价 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9 月份 我国煤炭出矿均价 为每吨 834

元，与 8月份基本持平。中国人民银

行企业商品 价格监测数据 也显示，9

月份 煤炭价格 环比 涨幅仅 0.4% ，比

前几 个月大幅下降。

四季度国内煤炭价格存在

较大下滑压力

当前国内煤价保持高位运行并非

煤炭业能在经 济放缓中“独善其身”，

社会库存的急剧增加、价格涨速大幅

放慢实际已经显示煤炭需求在明显下

降，当前煤炭价格的高位盘整很可能

是下跌的前兆。

1.四 季度煤炭需求将明显下降。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将使世界经济

放缓，甚至可能陷于衰退，中国经济

除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还存在结构

转型导致的回 调压 力，两者相互叠加，

必 然导致 经 济调 整。首先，考虑到

G D P 与发电量之 间 1∶ 1.2 的正 相 关

性，电力需求增速将会走低，直接 导

致电煤需求增长放缓。其次，以 节能

减排为抓手的经济转型在前期更多地

表现 为对现有落后产能的淘汰，以 及

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这必 将使得电

力、化 工、钢铁、建材等煤炭下游行

业需求下降。最后，在国家大幅提 高

煤炭和 焦炭出口 关税，减少出口 配额

以 及 国际 煤价下跌等因素影响下，煤

炭出口 需求会明显回 落。事实上，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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