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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8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11 月
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706.1 亿美元，扣
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 9.3%。其中出口
增速大幅回升，月度出口值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达到 2022.1 亿美元，
增 长 12.7% ，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 进 口
1684 亿美元，增长 5.3%。11 月当月
贸 易 顺 差 为 338.1 亿 美 元 ， 扩 大
73.4%。

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7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7%。其中
出口 2 万亿美元，增长 8.3%；进口 1.77
万亿美元，增长 7.1%。前 11 个月贸易
顺差为 2341.5亿美元，扩大 18.3%。

“11 月出口增速反弹，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国务院出台的稳增
长、调结构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二
是全球经济近期稍有回暖，11 月份
我国对美国、欧盟和东盟等主要贸

易伙伴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 16%。”
商 务 部 外 贸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李 健 分
析说。

去年同期出口基数较低以及相关
季节性因素也不可忽视。据悉，去年
11 月我国出口总值为 1793.8 亿美元，
同比仅增长 2.9%。受美国政府“关
门”危机的影响，往常 10 月份圣诞
订单旺季市场清淡，延后到来的需求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 11月份出口。

11 月份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升
月度出口首破 2000 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经多年建
设 ， 南 水 北 调 东 线 一 期 主 体 工 程 已 完
工 ， 近 日 正 式 通 水 。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此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如期实现既定通水目标，取得重大进
展，向为工程作出贡献的全体同志表示
慰问和祝贺！南水北调工程是事关国计
民生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希望大家总结
经验，加强管理，再接再厉，确保工程
运行平稳、水质稳定达标，优质高效完
成后续工程任务，促进科学发展，造福

人民群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南水北调是优化我
国水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战略性基础工程。东线一期实现正
式通水，凝聚了参与工程建设运营的全体
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汗
水，谨向你们表示慰问和感谢！要再接再
厉，着力做好通水后的质量、环保、安全
以及各项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后续工程建
设，确保清水北送，造福沿线群众，让千
家万户受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国 务 院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建 设 委 员 会 主 任
张 高 丽 就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重 要 指 示 和
李 克强批示作出部署，要求切实做好工
程维护、水质安全、水量配售和沿线环
境生态保护等工作，充分发挥经济社会
效益。

按照计划，这次调水过程将于 12 月
10 日结束。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自长江
下游江苏境内江都泵站引水，通过 13 级泵
站提水北送，经山东东平湖后分别输水至
德州和胶东半岛。工程干线全长 1467 公

里，设计年抽江水量 87.7 亿立方米，供水
范围涉及江苏、安徽、山东 3 省的 71 个县

（市、区），直接受益人口约 1 亿人，总投
资 500多亿元。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
严重短缺局面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按照规
划，工程分东、中、西三条线路从长江调
水北送，总调水规模 448 亿立方米。南水
北调工程分期建设，目前正在实施东、中
线一期工程。中线一期工程建设进展顺
利，主体工程将于今年底基本完工，明年
汛后通水。

习近平就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总结经验 加强管理 再接再厉
确保工程运行平稳 造福人民

李克强作出批示 张高丽作出部署

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用这句话
来 形 容 中 国 经 济 今 年 的 走 势 ， 颇 有 些
契合。

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
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另一
方面，国内受调整转型需要、潜在增长率
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一季度降至 7.7%，不仅低于去年同期的
8.1%，也低于去年四季度的 7.9%。二季度
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至 7.5%，大大低于市场
8%的普遍预期。一时间，中国经济会不会

“硬着陆”、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健康发
展、中国是不是要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等疑
问甚嚣尘上。

纵向比较，经济增速的确是在放缓，
但上半年 7.6%的增速依然符合 7.5%左右
的发展目标。而看国民经济运行是否平
稳 ， 不 能 仅 仅 看 GDP。 第 二 个 数 据 是
CPI，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了 2.4%，控制
在 3.5%的年度预期目标内；第三个数据
是就业，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
725 万，同比多增 31 万，完成了全年计划
的 80.6% ， 二 季 度 末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4.1%，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持平，说明就
业形势稳定。而横向比较，美国、欧元区
和日本的增速都不高，新兴经济体的增速

也在回落。
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

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上半年
中国经济可以概括为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经济运行基本面正常。正是基于这一
冷静的判断，党中央、国务院创新调控思
路和方式，适时提出两个“坚持”，即坚持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
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
底有机统一，从而牢牢把握了经济工作的
主动权。

中国经济的表现再次印证了“硬着陆
论”的失败。进入 7 月以来，工业、投资、出
口和 PPI 等数据止跌企稳，中国经济第三季
度的“成绩单”令人欣慰，经济增速扭转连续
两个季度的下滑，反弹至 7.8%，呈现稳中向
好的积极态势。而从宏观经济重要先行指
标来看，12 月 1 日公布的 11 月份中国制造
业 PMI 为 51.4%，与上月持平，为去年 5 月
份以来的高点，连续 14 个月位于临界点以
上，表明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制造业继续稳中向好。

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北大学等提
供的宏观经济预测报告来看，各机构比
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
性增强，今年主要预期目标能够较好完

成，实现良好开局。经济基本面依然较
好 ， 具 备 经 济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基 础 条
件 ， 预 计 明 年 经 济 将 延 续 稳 中 向 好 态
势 。 国 外 的 一 些 研 究 机 构 ， 如 巴 克 莱 、
大摩也都在近期调高了对中国经济今明
两年的预期。

综合观察，各方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
健康发展都颇具信心。

—— 信 心 来 自 于 新 一 轮 的 改 革 红
利。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分析研
究 2014 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求把改革贯
穿 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个 领 域 各 个 环 节 。
在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背
景下，更加注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性作用，将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定性、财税体制改
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都会对现有资源
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冲击，新一轮改革
红利将逐渐释放。

——信心来自于不断增强的内生动
力。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
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
消费需求拉动转变，不断拓展的内需和消
费市场，将产生巨大需求和消费动力。随
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数以亿计
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潜在的消费市
场不可估量；一场自创的“消费者节”双

“11”，一天吸金超过 350 亿元，网络购物
渐成消费主渠道；4G 牌照的发放将开启万
亿元的产业盛宴；节能环保产业的大力推

广、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民
生项目的实施，也将拉动内需的增长；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和经
济紧密结合，必将推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
业发展。

——信心来自于创新的宏观管理方
式。中国当前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既有稳增长的现实要
求，同时面临调结构、促改革的艰巨任
务。面对近年来少有的复杂经济形势，宏
观调控犹如走平衡木，“慎重则必成，轻发
则多败”。与简单应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的传统调控方式不同，新一届中央政府创
新宏观管理方式，明确经济运行的合理区
间，并于此区间建立相对应的宏观调控政
策框架。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

“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成为
宏观调控政策的指针。如果经济运行超越
了这个区间，就会采取相应的调控手段。
因为有了区间，也就有了基本的判断，总
的来说是保持政策定力，深处着力、精准
发力。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条件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
化。在满怀信心的同时，我们也要对部分
产能过剩、地方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
保持清醒认识。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
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改革的全面
深化和大力推进，必将为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

改革激发活力 延续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陈学慧

如 何 看 待 当 前 经 济 形 势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纷纷发布研究报告，分析经济

运行情况，预测未来发展走势，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提出对策建议。本报推出“回眸良好开局 前瞻经济

走势”专版，摘发部分研究机构的课题报告，以期帮

助读者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今日刊出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 （详见九版）

回 眸 良 好 开 局
前 瞻 经 济 走 势

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讯 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党 政 机 关 国 内 公 务 接 待 管 理 规
定》，旨在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
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据介绍，《规定》 以公务接待厉
行节约为主线，紧紧抓住创新管理
和深化改革这两个“治本”之策，
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突破，力求根
治公务接待顽疾，遏制“舌尖上的
浪费”。

《规定》 共分 26 条，强调国内
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公务、务实
节俭、严格标准、简化礼仪、高效
透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原
则。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
门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完善国内公
务接待管理制度，制定国内公务接
待标准。

《规 定》 对 接 待 活 动 食 、 宿 、
行、迎送及警卫、预算和报销等关
键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严控
接待范围、简化接待礼仪、限制接
待住宿房型、从严控制接待用餐的
次 数 和 陪 餐 人 数 、 规 范 警 卫 安
排等。

（规定全文见三版）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印发

根 治 公 务 接 待 顽 疾

随着清澈的长江水源源不

断地流向干旱的北方地区，水

资源对沿线地区人口、经济、

社会的承载能力将得到提高，

生态环境也将逐步得到改善。

南水北调这一中国人的世

纪梦想，经过一大批建设者的

不懈努力，终于逐步成为现

实。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绵

延 3000 里，完成数百亿元投

资，历经 11 年建设，终于提

前实现通水目标，标志着东线

一期工程的建设任务全部完

成，从此开始为江苏、安徽、

山东 3 省沿线地区提供源源不

断的城市生活、工业和环境

用水。

这项工程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工程实

现了近百亿立方米调水，让亿

万百姓受益，年均供水效益超

百亿元。东线已建工程在过去

几年中已多次投入防洪排涝和

抗旱调水，为当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在水污染

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攻

克了被称为“世界第一难”的水质污染问题，干线水

质全部达 III 类标准，开创了重点流域治污工程的新

模式。

这项工程坚持自主创新，攻克多项调水技术难

题。工程沿线的 13 个梯级泵站构成了亚洲乃至世界

大型泵站数量最集中的现代化泵站群，为实现大型贯

流泵机组国产化奠定了基础。

这项工程实现了黄河以南运河全线通航，成为仅

次于长江的“黄金水道”，相当于新增一条京沪铁

路运力。

东线一期工程通水后要继续抓好水质、环保、安

全以及各项保障工作，让这项造福千家万户的民生工

程发挥出更大作用。

清水北送

八方受益
李

力

扫一扫

，

关注经济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

土地增值税的账还需算清楚

2 版2 版

土地增值税在没有完税之前被称为“欠税”也

未尝不可，只是现行土地增值税的征管方式给了

房地产商一个递延缴纳的机会。中长期来看，治本

之策在于加快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三版刊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
谈住房保障制度改革——

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保障房

利 率 市 场 化 再 进 一 步

6 版

12月9日起，属于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单

位，且已制订本机构同业存单管理办法、满足央行要求

的其他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同

业存单。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更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