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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季度开局平稳，总体良好，
但当前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国内经
济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如何判断下
一阶段我国的经济走势？

盛来运指出，要透过一季度经济增
速回落的原因看到本质。

首先，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世
界经济的复苏情况比预期差，不可避免
地要影响到我国的出口形势，导致出口
增速不如预期。

其次，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
段，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
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发展中必须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劳动力供求关系在
发生新的变化，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性
持续增强，这些都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
长率趋于下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符合
阶段性的客观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速放缓是政
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今年以来，我国各
级政府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也
增强了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一些地方
宁愿把经济增速降下来，也要追求绿色

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值得鼓励
的。同时，在“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主动把增长速度降下来也有利于调结
构、转方式，特别是有利于市场机制发
挥倒逼作用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演
讲中的表态铿锵有力。“我们有能力、有
信心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他说，
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践中创
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累了新的调
控经验。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
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
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我们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所
拥有的政策储备，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
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
的韧性。

主动降速，体现出我国的经济发展
取向更加理性、宏观调控手段更加娴
熟，这表明我国既能够让经济增速放
缓，更能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这是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
是中长期政策的基本取向。

GDP变“轻”了 结构调整加快了

一季度数据显我国经济韧性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表
示，判断一个经济体发展状况好坏，首先
要看其宏观经济基本面。一季度，我国 4
大基本面指标均表明经济运行处在合理
区间：经济增速达到 7.4%的中高速度，通
货膨胀率控制在 2.3%的较低水平，就业
保持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表明
宏观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放眼全球，我国 7.4%的增长速度依
然是一枝独秀，远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 2%左右的增速。回顾历史，虽然
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增量还是在扩
大中。按不变价计算，2013 年的 GDP
增量相当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1 年的
GDP 总量，按现价计算，更是相当于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 1 年的 GDP 总量。“从
中长期来看，这一经济增速仍然不低。”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今年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 7.5%左右，既
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

论经济增速比 7.5%高一点，或低一点，
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
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7.4%的经济增速无疑是在合理区
间，就业形势更是稳中向好。盛来运透
露，一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
过 300 万，相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国
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的数据总体稳定；
农民工监测调查也显示，一季度外出打
工 6 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同比增加 288 万
人，增长了 1.7%。

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一
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
2.3%，表明当前我国物价总水平基本符
合宏观调控预期，与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也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相对宽
松的政策环境。

从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尽管进出口
总额同比下降 1.0%，但贸易顺差依然达
到 167.4 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基本保
持平衡。

□ 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度，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

平，就业保持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盛来运强调，经济增速放缓是我们
主动调控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
季度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结构调整正在
发生着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我国三次产
业协同发展，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一季
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49%，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
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4.1 个百分点，我
国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
济转型的步伐正在逐步加快。第一产业
内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
3个百分点左右。

从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来
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合理，需求
结构也在进一步转变。其中，出口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比去年一季度继续下降，
内需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
因素，且内需的贡献继续增强。

“一季度出口总额尽管有所下降，但
如果扣除去年同期特别因素的影响，我
国外贸进出口仍然运行在一个基本合理
的区间。”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

计司司长郑跃声说。盛来运则表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一季度增长
4.2%，比去年增速虽略有回落，但仍保
持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
值占我国对外出口的比重在 85%左右，
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巨大。

内需方面，“虽然名义增速回落，但
扣掉物价以后的实际增速有所加快，这
意味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
趋势。”盛来运强调，“投资增速回落、
贡献减弱，表明我国由投资主导型经济
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的步伐逐步加快。

同时，从投资本身的内部结构来
看，第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比重继续
提高，其中，民间投资的比重比去年同
期提升 1.5个百分点，达到 64.8%。

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还体现在收入
分配结构有所改善上。一季度居民收入
名义增长速度比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及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出近 2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所提
高。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
小，按照简单的收入倍差来算，农村居
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比为 1∶2.53，也
有所缩小。

□ 经济转型步伐逐步加快

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合理，需

求结构进一步转变；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

□ 主动降速体现理性发展

主动降速体现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向更加理性、宏

观调控手段更加娴熟

一季度我国 GDP 增速同比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却超过
300 万，相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外出
打工 6 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也同比增加
288 万人，增长 1.7%。这是否符合经济
发展的逻辑？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
示 ， 按 照 经 济 学 的 逻 辑 ， 一 般 来 说 ，
经济上升期就业形势好转，反之则就
业压力增大。我国没有出现这样的状
况，并不是说数据不符合逻辑。我国
今 年 一 季 度 就 业 形 势 稳 中 向 好 ， 有 3
方面原因。

第一，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
增长依然保持中高速度，所创造的财富
增量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增长速度

虽 然 比 去 年 一 季 度 回 落 了 0.3 个 百 分
点，但即使按不变价计算，创造的 GDP
增量也比去年一季度增加了 7800亿元人
民币左右，比去年一季度多增将近 200
亿元。经济总量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
自然也在增加。

第二，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尤其
是三产的比重上升，服务业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

第三，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了新变
化。去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3 年，16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2 年继续减少的基础上又减少了 244
万人，这也有利于缓解就业矛盾。

由此看来，我国劳动力就业形势的
变化合乎经济运行的逻辑。

就业增加与经济下行并不矛盾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7.4%。这样的速度虽然创下6个季度来的新低，但与去年一季度

相比只下降了0.3个百分点，同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就业保持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基本平

衡，中国经济走势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

风险和挑战，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韧性——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经过一年半的科学研究，北京最新的 PM2.5 来源数
据 4 月 16 日正式“出炉”。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全年
PM2.5 来源中区域传输约占 28%至 36%，本地污染排放
占 64%至 72%。在本地污染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
产、扬尘为主要来源，分别占 31.1%、22.4%、18.1%
和 14.3%，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其
他排放约占 PM2.5的 14.1%。

据了解，2012 年初，北京市环保局曾发布 PM2.5来
源解析，明确了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主攻方向。此后，
北京市环保局组织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联合北京大学
和中国环科院等科研单位，将科研项目与日常监测工作
相结合，得出了 2012 年至 2013 年度北京市 PM2.5 的主
要来源结论和工作建议。今年 3 月 31 日，环保部会同
中科院等单位对研究项目进行了专家论证，研究成果得
到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研究结果发现，北京的 PM2.5 成分和来源有两大突
出特点：一是各种污染源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在空气中氧
化生成的二次粒子，累计占 PM2.5的 70%，是重污染情
况下 PM2.5浓度升高的主导因素。二是机动车对 PM2.5生
成具有“综合性贡献”，具体可归纳为 3 类。首先，机
动车直接排放一次 PM2.5 颗粒，以有机物和元素碳为
主。其次，机动车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包括挥发性有机
物、氮氧化物等，是 PM2.5 中二次有机物和硝酸盐的

“原材料”，也是造成大气氧化性增强的重要“催化
剂”。第三，机动车行驶还对道路扬尘排放起到了“搅
拌器”的作用。

为什么机动车会成为北京治理 PM2.5 难啃的“硬骨
头”？国外是否有经验可供借鉴？北京市环保局环保监
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表示，与国外主要大城市比，北京
540 万的机动车保有量不是最多的，但车辆使用强度是
国外的两倍甚至更高，再加上高排放老旧机动车的存
在、柴油车保有量相对较大，都使机动车成为北京减排
的重点。北京虽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机动车尾气排放
的国 V 标准，但仍有大量国 I、国 II 车存在。而占全市
机动车保有量十分之一的柴油车的污染能力更不容小
觑。从监测结果看，机动车直接排放的一次 PM2.5 颗
粒，同等排放标准的柴油车是汽油车的数倍甚至数十
倍。柴油车的占比虽然不高，但其对 PM2.5的影响不低
于汽油车。

本次研究成果也为未来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
方向性建议：一是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和扬尘是北
京 PM2.5 来源的 4 个主要方面，必须严格控制。根据北
京的污染特征，尤其要严格管控机动车污染。二是区域
传输对北京市 PM2.5来源的占比较高，要改善北京的空
气质量，急需切实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削减区域内的污
染物排放总量。三是有机物和硝酸盐是北京 PM2.5的最
主要成分，建议削减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排放，并
协同开展二氧化硫和氨等污染物排放控制。

北京公布 PM2.5来源

机动车为何成为

难啃的“硬骨头”
本报记者 苏 民 杨学聪

机动车对北京PM2.5生成具有“综合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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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动车保有量不是最多的，但车辆使用强

度却是国外的两倍甚至更高，再加上高排放

老旧机动车的存在、柴油车保有量相对较

大，其污染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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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珊瑚成投资收藏新宠

4 月 16 日，观众在北京菜百商场珊瑚文化馆欣赏原

枝珊瑚树。当日，北京首家珊瑚文化馆正式亮相。据介

绍，海洋污染日益严重与深海采集愈加艰难，造成贵重

珊瑚的采获量越来越少，更显示出它的稀有性和珍贵

性，近年来已成为投资收藏新宠。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