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
——2017年评述与2018年走势、体改和政策展望

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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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经济形势及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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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

3



4

0

2

4

6

8

10

12

14

16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中国2007—2017年GDP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2年以来各季度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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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2 8.1 7.6 7.5 8.1

2013 7.9 7.6 7.9 7.7

2014 7.4 7.5 7.1 7.2

2015 7.0 7.0 6.9 6.8

2016 6.7 6.7 6.7 6.8

2017 6.9 6.9 6.8

国家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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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额（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季度 1-3季度 3季度 1-3季度
GDP 211798 593288 6.8 6.9
第一产业 19242 41229 3.9 3.7
第二产业 85121 238109 6.0 6.3
第三产业 107435 313951 8.0 7.8

农林牧渔业 19925 42854 4.0 3.8
工业 70493 201736 6.3 6.4

#制造业 60836 174481 7.1 7.1
建筑业 14939 37265 4.0 4.8
批发和零售业 19437 55820 7.1 7.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9693 27167 9.1 9.2

住宿和餐饮业 3698 10424 7.1 7.2
金融业 16818 50360 5.6 4.4
房地产业 13199 38851 3.9 5.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7002 21143 29.0 23.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733 16092 11.8 10.5
其他服务业 30861 91576 6.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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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6.2 … 6.7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1.3 … -1.6
制造业 … 6.7 … 7.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9.2 … 8.5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6.6 … 6.8
其中：集体企业 … 3.6 … 0.7

股份制企业 … 6.1 … 6.7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 6.5 … 7.0

主要行业增加值
医药制造业 … 13.5 … 12.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1.3 … 0.5
通用设备制造业 … 9.6 … 10.9
专用设备制造业 … 12.3 … 12.1
汽车制造业 … 11.0 … 13.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11.1 … 10.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12.8 … 13.8

水泥 (万吨) 2199
0 -3.1 196288 -0.5

工业机器人（台/套） 9445 63.7 104793 68.9
其中：轿车 (万辆) 104.8 -4.4 948.4 -1.3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万辆） 88.7 4.1 778.5 14.1
其中：新能源汽车（万辆） 7.9 92.7 47.3 36.7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万千瓦) 1033 7.3 10128 -3.5
集成电路 (亿块) 134 12.6 1284 20.7
焦炭（万吨） 3479 -12.6 36476 -1.6
原油（万吨） 1601 -0.4 16013 -4.1
天然气（亿立方米） 124 15.4 1211 9.7
核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201 15.2 2036 18.4
风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230 11.7 2147 19.7
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54 35.7 534 34.1

产品销售率（%） 97.8 -0.2 (百分点) 97.9 0.3 (百分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1181 7.5 10501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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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经济增长先高后低；

后期放缓来自于发电量、钢材、水泥、有色
金属、轿车等生产量增长的下降；

经济增长维持在中高速度水平上，略高于去
年；

增长动力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一方面，产
业结构在转型，一方面，国民经济可能有一
定的脱实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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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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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元） 517818 7.3

其中：国有控股 189881 10.9

民间投资 313734 5.8

分项目隶属关系

中央项目 18139 -5.9

地方项目 499679 7.8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364779 7.7

设备工器具购置 91862 4.9

其他费用 61177 8.4

分产业

第一产业 17096 13.1

第二产业 193533 2.7

第三产业 307189 10.0

项目 投资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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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农林牧渔业 20218 10.2
采矿业 7440 -9.1
制造业 158856 4.1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568 -3.8

医药制造业 4996 -3.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746 0.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31 -10.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239 -4.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788 0.8
汽车制造业 10910 11.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329 24.8

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8466 -0.4
建筑业 2970 -25.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9150 15.0
其中：铁路运输业 5973 0.4

道路运输业 32584 2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6986 22.5
其中：水利管理业 8111 16.2

公共设施管理业 55796 23.4
教育 8999 2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5865 18.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096 13.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517 1.8

项目 投资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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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注册类型

其中：内资企业 495567 7.9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1134 -3.8

外商投资企业 9306 -6.6

分施工和新开工项目

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1207874 18.1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426541 3.8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到位资金 514597 3.6

其中：国家预算资金 31752 9.8

国内贷款 59385 9.6

利用外资 1800 -5.5

自筹资金 335504 0.5

其他资金 86157 10.6

项目 投资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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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2017年1-10月份

绝对量 同比增长

（亿元） （%）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313734 5.8

分地区
东部地区 144699 8.2

中部地区 89248 7.4

西部地区 61177 4.1

东北地区 18610 -3.0

分产业
第一产业 13837 15.6

第二产业 153354 3.2

第三产业 14654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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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农林牧渔业 15310 14.3
采矿业 4133 -18.8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215 -18.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65 -22.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475 -27.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730 -17.3
非金属矿采选业 1387 -14.7

制造业 138609 4.1
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926 0.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501 -12.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460 -8.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054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9051 3.5

汽车制造业 8692 12.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831 4.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886 9.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706 28.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571 7.0
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345 6.2
建筑业 1347 -2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279 3.2
其中：铁路运输业 154 -58.6

道路运输业 3915 10.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188 24.5
其中：水利管理业 1002 3.3

公共设施管理业 13235 25.9
教育 2231 1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2449 27.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701 14.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75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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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亿元） 125941 7.4
其中：国内贷款 20798 20.2

利用外资 125 1.6
自筹资金 41086 0.8
其他资金 63932 8.2
其中：定金及预收款 38632 14.8

个人按揭贷款 19586 -1.0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90544 7.8
其中：住宅 61871 9.9

办公楼 5583 5.2
商业营业用房 1308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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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绝对量 同比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752334 2.9
其中：住宅 515387 2.8

办公楼 34913 2.6
商业营业用房 102835 1.5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45127 5.6
其中：住宅 104125 9.6

办公楼 4943 -9.1
商业营业用房 17016 -8.8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65612 0.6
其中：住宅 46559 -2.7

办公楼 2664 36.5
商业营业用房 8406 7.2

土地购置面积（万平方米） 19048 12.9
土地成交价款（亿元） 9695 43.3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30254 8.2
其中：住宅 112244 5.6

办公楼 3634 28.2
商业营业用房 9301 21.4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102990 12.6
其中：住宅 85532 9.6

办公楼 4963 20.2
商业营业用房 9715 27.9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60258 -13.3
其中：住宅 31484 -23.3

办公楼 3554 5.2
商业营业用房 154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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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10月 1-10月

绝对量
（亿元）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亿元）

同比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241 10.0 297419 10.3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4374 7.2 131618 8.3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 - 41782 28.8

按经营地分

城镇 29537 9.8 255129 10.0

乡村 4704 11.3 4229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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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3852 10.3 32279 10.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906 6.1 7932 7.8

商品零售 30389 10.0 265140 10.2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3467 7.3 123686 8.4

粮油、食品类 1432 10.1 13008 10.5

饮料类 201 7.2 1923 10.8

烟酒类 393 9.0 3705 8.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381 8.0 11883 7.3

化妆品类 220 16.1 2016 12.5

金银珠宝类 256 2.5 2481 6.4

日用品类 494 7.4 4592 8.3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816 5.4 7651 9.5

中西药品类 775 11.9 7708 12.4

文化办公用品类 319 6.4 2856 9.5

家具类 278 10.0 2395 12.9

通讯器材类 342 2.1 3426 8.6

石油及制品类 1775 8.2 16509 8.9

汽车类 3729 6.9 33929 6.3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311 6.1 2704 11.8



进出口

 1-10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593.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
）增长23.5%，增速与前9个月持平，进出口规模接近去年全年水
平；其中出口9858.4亿美元，增长26.5%，比前9个月放慢了0.6

个百分点，出口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水平；进口7734.8亿
美元，增长19.8%，比前9个月加快了0.6个百分点。1-10月累计
贸易顺差为2123.6亿美元，增长59％，比前9个月的贸易顺差增
幅 减 缓 10.2 个 百 分 点 。
10月份当月我国单月外贸进出口规模为1884亿美元，增长23.6%

；其中出口1077.3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月放慢了0.5个
百分点；进口806.7亿美元，增长25.5%，增速比上月加快了9.4

个百分点。10月份当月贸易顺差为270.5亿美元，增长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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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产品结构

前10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5622.4亿美元，增长27.9%

，比前3季度放慢0.1个百分点，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7%。

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分类有交叉）出口2778亿美元
，增长24.8%，增幅与前3季度持平。

前3季度我国钢材出口5376万吨，增长63.8%，比前3季度
放慢9.5个百分点，其中10月份当月钢材出口424万吨，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成品油1299万吨，增长30.4%；原油

291万吨，下降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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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产品进口增势迅速，汽车和铜材进口大幅增长

进口初级产品1935.6亿美元，增长24.7%，占
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25%。

 进口工业制成品5799.2亿美元，增长18.3%，
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75%。其中进口机电产
品4042.7亿美元，增长16.5%，机电产品中的
汽车进口24.4万辆，增长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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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需求点评

投资需求在下行，主要是一些传统制造业，如在矿
石、煤炭、钢铁、有色等投资下行幅度较大；

所有制来看，外资负增长，民营投资下行，房地产
投资后半年下行；

消费方面，较为平稳，没有太突出的增幅点；

出口方面，一是去年基数低，二是人民币适度贬值
，三是中国出口升级替代，需求较为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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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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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0月

环比涨跌幅
（%）

同比涨跌幅
（%）

同比涨跌幅
（%）

居民消费价格 0.1 1.9 1.5

其中：城市 0.1 1.9 1.6

农村 0.2 1.7 1.2

其中：食品 0.0 -0.4 -1.6

非食品 0.1 2.4 2.3

其中：消费品 0.2 1.1 0.7

服务 -0.1 3.2 3.0

其中：不包括食品和能源 0.0 2.3 2.1

其中：不包括鲜菜和鲜果 0.1 2.0 1.7

2017年10月居民消费价格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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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烟酒 0.0 0.3 -0.5
粮 食 0.1 1.6 1.5

食用油 0.2 -0.8 0.0

鲜 菜 0.4 0.3 -7.9

畜肉类 0.3 -5.7 -5.1

其中：猪 肉 -0.1 -10.1 -8.8

牛 肉 0.4 1.3 0.4

羊 肉 2.9 10.2 2.2

水产品 -0.6 3.8 4.6

蛋 类 -4.6 3.1 -6.5

奶 类 0.0 0.3 0.1

鲜 果 0.7 -0.7 3.6

烟 草 0.0 -0.1 -0.2

酒 类 0.3 2.7 2.0

二、衣着 0.5 1.2 1.3

服 装 0.7 1.3 1.3

衣着加工服务费 0.3 3.7 4.1

鞋 类 0.2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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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住 0.2 2.8 2.5
租赁房房租 0.1 2.9 2.9
水电燃料 0.5 2.5 1.8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0.2 1.5 1.0
家用器具 0.0 1.0 0.2
家庭服务 0.2 4.3 4.2

五、交通和通信 0.2 0.8 1.1
交通工具 0.0 -1.4 -1.5
交通工具用燃料 3.1 7.5 9.9
交通工具使用和维修 0.1 2.1 1.8
通信工具 -0.3 -2.4 -3.2
通信服务 -0.1 -0.2 -0.2
邮递服务 0.3 2.6 1.3

六、教育文化和娱乐 -0.3 2.3 2.5
教育服务 0.1 2.8 3.2
旅 游 -2.3 3.6 3.9

七、医疗保健 0.2 7.2 5.9
中 药 0.3 5.8 5.8
西 药 0.3 5.9 6.2
医疗服务 0.3 8.7 6.1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0.2 1.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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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0月

同比涨跌幅
（%）环比涨跌幅

（%）
同比涨跌幅
（%）

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0.7 6.9 6.5

生产资料 0.9 9.0 8.6

采掘 2.1 14.7 23.2

原材料 1.4 11.6 12.1

加工 0.6 7.5 6.1

生活资料 0.1 0.8 0.7

食品 -0.1 0.6 0.7

衣着 0.1 0.9 1.3

一般日用品 0.3 1.9 1.2

耐用消费品 0.1 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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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0.9 8.4 8.4

燃料、动力类 1.5 10.6 14.2

黑色金属材料类 0.3 15.9 16.9

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 2.0 19.5 15.9

化工原料类 1.3 9.4 8.4

木材及纸浆类 1.5 9.8 5.7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 1.3 10.0 8.1

其它工业原材料及半成品类 0.4 3.1 2.7

农副产品类 -0.1 1.4 1.6

纺织原料类 0.4 3.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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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生产者主要行业出厂价格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2 19.7 33.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5.1 16.5 31.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4 11.4 17.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2 15.5 14.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3 7.1 4.4

农副食品加工业 -0.2 0.3 0.8

食品制造业 0.2 1.4 1.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1 0.9 0.2

烟草制品业 0.0 0.0 0.0

纺织业 0.3 2.7 3.2

纺织服装、服饰业 0.1 0.7 0.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0.3 0.8 0.4

造纸和纸制品业 2.6 16.6 8.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4 2.2 1.2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3.2 15.5 20.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 10.7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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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 0.2 1.8 1.3

化学纤维制造业 1.1 11.6 9.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4 3.4 2.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 10.3 7.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3 30.8 29.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4 20.0 16.7

金属制品业 0.8 7.0 5.4

通用设备制造业 0.2 1.2 0.7

汽车制造业 0.0 0.1 -0.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0.2 1.2 1.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0.0 -0.7 -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1 -0.4 -0.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 3.1 1.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 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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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指数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指数

10月 9月 10月 9月
北京 99.8 100.5 99.8 99.8

天津 100.6 101.8 100.1 100.0

上海 99.7 99.9 100.3 99.9

南京 98.9 101.4 99.9 100.0

无锡 99.7 104.9 99.7 99.8

杭州 99.1 102.2 100.0 99.7

合肥 99.4 101.0 100.0 99.9

福州 98.9 101.5 100.0 99.6

厦门 101.9 102.6 99.8 99.9

济南 101.5 105.1 99.8 99.4

郑州 99.5 103.2 99.9 99.9

武汉 101.7 104.8 99.9 99.9

广州 107.7 109.4 99.8 99.5

深圳 96.7 96.2 99.9 100.0

成都 98.7 97.2 10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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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市环比 同比 定基 环比 同比 定基

上月=100 上年同月
=100

2015年
=100 上月=100 上年同月

=100
2015年
=100

北 京 99.8 99.8 134.9 唐 山 99.9 106.4 107.2
天 津 100.1 100.6 128.6 秦皇岛 100.5 107.2 111.2
石家庄 100.2 103.5 123.5 包 头 100.3 103.9 102.4
太 原 100.7 107.4 110.8 丹 东 100.0 102.2 99.6
呼和浩特 100.9 104.8 105.3 锦 州 100.1 101.5 97.2
沈 阳 100.6 111.0 113.6 吉 林 100.5 106.6 107.8
大 连 100.7 107.1 108.4 牡丹江 100.5 104.7 102.5
长 春 100.5 107.8 110.6 无 锡 99.7 99.7 133.9
哈尔滨 101.7 109.9 112.1 扬 州 100.5 112.0 119.8
上 海 100.3 99.7 145.4 徐 州 100.5 110.8 119.0
南 京 99.9 98.9 146.7 温 州 100.3 106.2 112.6
杭 州 100.0 99.1 133.1 金 华 100.5 110.4 117.5
宁 波 100.2 105.0 120.0 蚌 埠 99.4 111.1 117.6
合 肥 100.0 99.4 148.4 安 庆 100.3 106.8 112.1
福 州 100.0 98.9 128.2 泉 州 100.4 104.0 110.4
厦 门 99.8 101.9 151.6 九 江 100.2 109.9 119.9
南 昌 100.2 105.7 123.3 赣 州 99.7 104.6 116.6
济 南 99.8 101.5 121.4 烟 台 100.6 107.9 112.5

新建设商品房价格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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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100.3 103.5 117.0 济 宁 100.4 109.0 108.7

郑 州 99.9 99.5 129.8 洛 阳 100.4 111.2 113.0

武 汉 99.9 101.7 129.6 平顶山 100.5 106.3 109.6

长 沙 100.3 107.6 125.8 宜 昌 99.8 108.9 112.7

广 州 99.8 107.7 138.4 襄 阳 99.8 107.0 107.2

深 圳 99.9 96.7 146.2 岳 阳 100.8 109.2 112.4

南 宁 100.3 109.1 122.1 常 德 100.5 108.7 110.3

海 口 100.0 105.1 110.5 惠 州 100.2 105.9 130.1

重 庆 100.2 111.5 117.2 湛 江 100.2 109.6 114.4

成 都 100.7 98.7 105.5 韶 关 100.1 111.5 115.9

贵 阳 100.4 109.0 113.4 桂 林 100.4 107.6 110.4

昆 明 100.4 107.1 109.5 北 海 100.7 114.5 117.5

西 安 100.7 113.7 120.0 三 亚 100.2 105.5 108.4

兰 州 100.3 103.7 107.5 泸 州 100.7 103.6 106.5

西 宁 100.0 103.3 104.3 南 充 100.9 108.4 108.6

银 川 100.1 102.9 103.4 遵 义 100.7 106.3 106.8

乌鲁木齐 100.5 104.0 101.8 大 理 100.3 104.4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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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二手住宅价格指数

城市
二手住宅价格指数

环比 同比 定基 环比 同比 定基
上月=100 上年同月

=100
2015年
=100 上月=100 上年同月

=100
2015年
=100

北 京 99.5 99.8 149.5 唐 山 100.5 105.3 105.6

天 津 99.7 100.9 126.9 秦皇岛 99.9 107.8 108.6

石家庄 100.4 99.6 119.5 包 头 99.8 103.7 100.1

太 原 100.6 106.7 111.3 丹 东 100.3 101.8 99.8

呼和浩特 100.4 101.2 100.5 锦 州 99.9 99.8 93.5

沈 阳 100.1 106.8 108.1 吉 林 100.2 103.6 104.8

大 连 100.5 104.8 105.6 牡丹江 100.3 103.5 103.2

长 春 100.4 104.4 105.1 无 锡 99.6 108.4 129.8

哈尔滨 100.9 106.0 107.9 扬 州 100.3 108.6 112.4

上 海 100.3 99.9 141.9 徐 州 100.3 106.1 110.1

南 京 99.9 102.8 137.8 温 州 100.2 106.6 111.7

杭 州 100.4 106.9 133.8 金 华 100.7 107.6 112.3

宁 波 100.4 106.8 117.3 蚌 埠 100.1 109.4 112.4

合 肥 99.8 98.0 151.1 安 庆 99.9 109.3 113.3

福 州 99.9 106.9 126.1 泉 州 100.1 109.2 111.8

厦 门 99.6 103.7 143.2 九 江 100.0 106.1 113.9

南 昌 99.7 104.4 118.4 赣 州 99.8 104.0 113.2

济 南 99.9 104.5 120.2 烟 台 100.4 106.6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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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100.4 109.4 119.6 济 宁 100.3 106.7 107.2

郑 州 99.5 103.4 131.9 洛 阳 100.1 104.7 105.8

武 汉 100.4 111.7 135.9 平顶山 100.3 104.3 105.0

长 沙 100.4 114.3 125.7 宜 昌 99.8 105.8 109.0

广 州 99.7 112.5 147.1 襄 阳 100.0 104.3 104.5

深 圳 100.4 100.1 143.3 岳 阳 100.3 104.6 106.2

南 宁 100.5 109.2 115.9 常 德 100.1 104.0 106.3

海 口 99.5 101.8 103.5 惠 州 100.1 108.2 122.2

重 庆 100.3 109.6 115.0 湛 江 100.4 109.2 108.6

成 都 100.6 104.6 110.6 韶 关 99.9 106.1 107.1

贵 阳 100.2 104.2 106.6 桂 林 100.1 102.3 99.9

昆 明 100.3 104.4 106.6 北 海 100.3 109.1 112.4

西 安 100.2 107.5 104.1 三 亚 100.2 103.0 104.8

兰 州 100.0 102.5 103.5 泸 州 100.4 103.6 107.5

西 宁 100.1 101.2 100.6 南 充 100.7 105.7 108.5

银 川 99.9 100.0 99.6 遵 义 100.4 105.3 104.8

乌鲁木齐 101.0 106.3 104.6 大 理 100.3 101.2 100.3



年份 城镇住宅
亿平方米

销售
价格

元

住宅价
值亿元

占GDP

比例%

人均房
产

万元

购置土
地面积

万亩

购置土
地费用
亿元

购置土地
费万

元
以往存量 105.80 2048 215203 6.53

2000 5.49 2112 11595 11.56 11.27 734 65.13
2001 5.75 2170 12478 11.25 15.61 1039 66.56
2002 5.98 2250 13455 11.05 20.90 1446 69.19
2003 5.50 2359 12975 9.44 23.80 2055 86.35
2004 5.69 2778 15807 9.77 26.52 2574 97.06
2005 6.61 3168 20940 11.18 25.50 2904 113.88
2006 6.30 3367 21212 9.67 24.38 3815 156.48
2007 6.88 3864 26584 9.84 26.83 4873 181.63
2008 7.60 3800 28880 9.04 26.24 5996 228.51
2009 8.21 4681 38431 11.01 21.27 6023 283.17
2010 8.69 5032 43728 10.59 26.64 10000 375.38
2011 10.25 5357 54909 11.22 29.55 11527 390.08
2012 10.19 5791 59010 10.92 23.78 12100 508.83
2013 11.94 6237 72287 12.14 25.88 13502 521.72
2014 10.82 6324 68426 10.62 22.26 17458 784.28
2015 11.59 6793 78731 11.43 15.21 17675 1162.1
2016 14.19 7226 102537 13.78 14.68 18877 1285.9

2016待售 6.53
小产权 70.00

棚改累积 32.00
拆除10% -36.10
累计总值 356* 257*
城镇居民 332 42.12

农民工 24.20
2016在建 52.13
2016新开 11.59
全部建成 420 275 380*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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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年10月31日到2017年11月21日黄金价格走势



价格点评

居民消费物价仍然低迷，对刺激市场不利；

制造业出厂价，特别采购价，上涨幅度较大
，但是消费品出厂价上涨幅度很小，甚至负
增长；

房价从行政方面得到了控制，但是土地出让
价格没有得到控制，涨价较高在25%左右；

短期内利率可能有点上涨，汇率人民币比年
初有所升值，股市上升，金价低迷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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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政金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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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234亿元，同比增长5.4%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69亿元，同比增长3.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965亿元，同比增长7.3%。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4192亿元，同比增长10.1%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非税收入2042亿元，同比下降18.5%

，主要是受去年同月不可比因素的影响。

 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363亿元，同比增长
9.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1641亿元，同比增长
8.7%，为年初预算的91.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78722亿元，同比增长9.7%，为年初代编预算的87.5%。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27293亿元，同比增长

11.9%；非税收入23070亿元，同比下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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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预算支出
 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122亿元，同比下降8%。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084亿元，同比下降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038亿元，同比下降8.5%。支出同比
下降，主要是今年支出进度加快，部分支出在前期体现较多
，相应后期支出量减小。

 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95亿元，同比增长
9.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3181亿元，同比
增长6.9%，为年初预算的78.3%，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9814亿元，同比增长10.3%，为年初
代编预算的84.9%，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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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金性收入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0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43152亿元，同比增长31.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
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224亿元，同比增长6%；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本级收入39928亿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5959亿元，同比增长37.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0月累计，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40218亿元，同比增长31.6%。分中央和地方看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1955亿元，同比增长17.9%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38263亿元，同比增长32.3%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34074亿元，同比

增长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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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形势
 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5.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
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4个和2.8个百分点；狭义货
币(M1)余额52.6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1个和10.9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82万
亿元,同比增长6.3%。当月净回笼现金1518亿元。

 10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23.89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本外币存款余额168.5万亿元，同比增长9.2%；10月份银行
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82%，质押式债
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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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融资规模

 2017年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4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1522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人民币贷款增加6635亿元，同比多增625亿元；对
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44亿元，
同比少减291亿元；委托贷款增加43亿元，同比少增
682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019亿元，同比多增489亿
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2亿元，同比多增
181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08亿元，同比少684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601亿元，同比少
5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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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10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23.89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18.42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1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6632亿元，同比多增119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
加450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9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3710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2142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减少11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366亿元，票
据融资减少378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亿元。月末
，外币贷款余额8228亿美元，同比增长2.8%。当月外币贷款
增加6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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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10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68.5万亿元，同比增长
9.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63.33万亿元，同比增
长9.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
2.4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06万亿元，同
比少增1579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8052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26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05

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657亿元。月
末，外币存款余额778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当
月外币存款增加43亿美元。

78



79



财政金融运行点评

财政收支缺口加大，特别是社会保险基金收
支缺口加大；

中央财政集中度较高，转移支付比例较大；

赤字率5%；

金融运行中M2增长放缓，存款增速放缓；

金融稳定性改善，流动性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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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的宏观经济指标与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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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宏观经济指标

全年经济增长率6.8%；

投资增长率7.1%；

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增长率10.5%；

出口增长率23%；

居民消费物价1.6%；

城镇登记失业率3.9%，调查失业率4.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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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新周期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2017年上半年进入了增长和扩张上行的
新经济周期

1、增长速度上行；

2、出厂价由负变正；

3、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进入扩张的新周期

1、全年是先高后低；

2、上涨的是大宗商品，去产能形成的；

3、下半年这些行业增长由正变负；

4、消费品增长仍然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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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税负和减税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税费不是太重，减税减费力度较大

1、日本美国等，宏观税负率37%左右，欧洲国家更高；

2、营改增降低了负担；

3、2016年减税8000到10000亿元人民币；

4、不象娃哈哈讲的，收了那样多的费。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税费负担重，减税减费力度不大

1、宏观税费负担率在36%左右，企业税负在68%，社会保费
率为工资的43%左右，人均GDP水平税负率要高；

2、税费负担主要由企业交纳；

3、减税减费力度不大，大企业收益，中小企业感觉不到，一
些企业认为加重。 84



2017年的财政扩大需求的政策

5%的赤字率，发行国债，说明是扩张性的财
政政策；

公共设施水利、公路、高速等投资增长率高
；

扶贫、低保、教育支出增加；

向养老金的转移开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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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货币政策

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叫停地方地铁等公共项
目，严格控制地方债务增长；

收紧房地产贷款，特别是居民住房按揭贷款
；

先松后紧，逐步转向中性货币政策；

降低各方面的杠杆率，严防金融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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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重大的宏观调控
 金融稳定

1、服务实体经济，严防金融风险，深金融体制改革；

2、地方债务终身问责制；

3、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行三会协调机制；

4、清理整顿金融领域乱象。

 严格控制房地产

1、各地行政措施；

2、提高首付比率和房贷利息；

3、发出降温的一些举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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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经济形势的评述
生产过剩的另一端是有支付能力的大众消费需求不
足；

抑制了资金的大量外流，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

 2017年的增长，出口从负转正，功不可没；

三降一去供给侧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效果；

金融、物价、就业平稳，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金融稳定、房地产调控、对小微
企业减税减费、鼓励双创等举措是正确的；

形势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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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经济形
势、政策与改革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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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下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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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经济增长仍然有下行的压力

 16到60岁人口收缩，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少子化趋
势严峻，消费需求不振；

老龄化加剧，养老金缺口加大；

控制房地产与房地产GDP，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和项
目与地方发展积极性，防范金融风险、中性货币政
策与流动性和增长速度间如何平衡；

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美国的利率和减税政策，贸
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币值的两难；

因此，对2018年的经济形势不能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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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经济政策工具操作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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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财政扩张政策效应的弱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想法扩大投资需求
，特别是政府要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装备的技术进步和替代劳动力，政府基建投资劳
动报酬比率的下降，对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扩大消
费需求弱化；

负债率的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上升对
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还本付息压力，使政府的投
资能力下降。



货币扩张政策的两难
 费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本意——中性货币政策；

 中性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消费能
力功能较弱；

 各国用短期内有时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增长，用量化宽松的货
币政策；

 人口增长和结构正常，收入分配较正常时，消费品物价过度
上涨；

 人口增长放缓和结构老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资产价格上
涨，后者更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印票子来，但是印不出花钱的人来
。



传统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问题
中国，包括全球发达经济体，技术进步和生产力
突飞猛进；

人口在收缩老化；

收入差距在拉大；

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这与当年里根时的情况不一样；

普惠式减税，特别是给企业普惠式减税，只能使
资本利得更多，收入差距更大，生产更加过剩。



（三）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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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

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名义经济增长；

经济政策工具的操作只能发挥短期的作用，但是，
财政和政策是西医办法，不能强身健体，不能从根
本上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在生产过剩时期，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提高，不仅
在于供给能力的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提高国民经
济内生的需求能力，不仅是要短期内扩张投资需求
，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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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1978年以来三次下行：是改革扭转到了三次上行



深化改革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

只有改革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休养生息降低企业成本的改革；

产权保护、土地等产权改革、知识产权改革；

盘活资源和流动配置的改革；

放开和扩大增长领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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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政策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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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减税竞争，出台减税政策

制造业普遍降低增值税3到5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所得税按利润额减半的20%征收；

创新型企业，技术研发人员成本应当税收抵扣；

进一步清理政府各种收费，严格执行政府收费收税
法定原则；

社保费率降低到30%；

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因素综合征税；

试点房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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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

新的时期，资本和技术的分配能力在增强；

劳动的分配能力在下降；

从过去的营改增结构性减税，转向向中小微观企业
、劳动密集性企业等减税清费降社保，扩大就业，
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小微企业起征点从目前的3万元，提高到5万元；

取消地方的定额征收办法。



实施新的财政扩张政策

逐步从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政策，更多比例
转向民生消费性财政支出政策；

适当收缩基建投资支出，加大教育、居住等
民生支出，加快迁徙人口市民化进程；

增加鼓励人口再生产支出，降低妇女生育和
抚养的机会成本。



货币政策：从虚向实
严格控制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循环；

加大对银行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三农贷款的要
求和指导；

严厉打击高利贷，对高法的利息率为平均贷款利率
四倍的司法解释细化；

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关系；

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放开小银行的准入和发展；

扩大和鼓励发展多种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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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年经济形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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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乐观的一面

世界经济整体正在复苏，而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是拉动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主要力量；以美国
缩表为重要标志，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正酝酿渐次
退出，进入“减债、升息、去杠杆”轨道；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时代可能已基本结束
，未来石油、天然气、能源等可能会在长周期内，
在宽区域区间均衡波动；

全球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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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环境风险的一面
逆全球化思潮继续发展并发挥作用；

全球主要国家可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资
本紧缩会导致相当大的金融风险；

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这些波动也
会对世界经济带来较大影响；

新能源发展可能使石油等供需产生较大的影响；

世界一些热点的地区冲突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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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2018年可能到6.5%

 一是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人口老
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投资和资本积累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

 二是劳动力数量减少，自2011年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
模呈下降趋势，预计“十三五”期间年均下降300万人左右
，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出现负贡献。

 三是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
第三产业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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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对外开放外溢效应减弱，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
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明显下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
抬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技术引进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

 五是我国进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时期，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
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
低经济增速。

 六是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资本、技术，增加生
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如果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我国GDP增速大约年均下降0.5个
百分点。所以，我们估计“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
回落到6.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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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乐观看法

 李稻葵：中国经济应该处在周期性调整的后半期，或最后的
阶段。2016年、2017年增长速度基本稳定在6.7%左右，2018

年很有可能往上行，经过研究，预测大概接近7%，这是经济
增速逐步回暖、回升的过程。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2017年6月14日：目前来说，
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下一阶段还是可以保
持这种态势。产业支撑、发展动力、发展信心、发展环境，
这些方面都说明目前稳中向好态势是能够延续，各种支撑因
素都是在不断地增强，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把
稳中向好的态势巩固、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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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中高速增长在于政策出台的力度

进一步减税应对特朗普的减税竞争；

财政休养生息和金融政策的力度；

给小微、劳动密集性企业政策的力度；

调整财政政策结构的力度；

金融打击高利贷和向实体经济转向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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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高速增长在于改革的力度

降低成本的改革要真正推进；

产权保护、土地等产权、知识产权改革要大
力度、突破性失推进；

户籍和生育体制要加快改革；

服务业领域及新的增长领域要加快开放；

用出台政策和启动及深化改革营造经济增长
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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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民经济形势区间式展望

经济增长速度在6.5%到7.2%之间；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在1.5%到2.5%之间；

整体上讲，土地供应和住宅体制会有大的举
措出台，房价将进一步回落；

消费物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

出口增长在5%到10%之间，不确定性较大；

洗涤用品行业：稳定性强，处于增长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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