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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 ， 在 国 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4 年
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

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 GDP 增
速为 7.4%，实现了“7.5%左右”的增
长目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
在新常态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运
行，呈现出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
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7.4%来之不易

经初步核算，2014 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 63646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7.4%。这是我国 GDP
总量首次突破 60 万亿元大关，但 GDP
增速滑落至 1990年以来的新低。

“总的来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稳定任
务，我们实现了去年年初确定的‘GDP
增长 7.5%左右’的预期目标，这是非常
不容易的。”马建堂分析说，2014 年，
世界经济复苏曲折、缓慢、复杂，国内
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经
济下行压力很大。在此情况下，我国克
服了经济下行压力，实现 GDP7.4%的

增速，符合新常
态下经济

发

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朱之鑫此前也表示，
2014 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势
头弱于原来的预期，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原来长期积
累的一些矛盾也在经济增速

略微减缓的过程中显露出来
了，结构调整的阵痛进一步显

现，我国能够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相当不易。

针 对 不 少 媒 体 关 注 的 “ 我 国
GDP 增 速 创 下 24 年 来 新 低 ” 的 问

题，马建堂回应说，我国经济发展已经
进入新常态，相应的，对经济增速评价
的尺度、标准，也需要根据新常态进行
调整。

“如果我们把 7.4%的经济增速和就
业、物价等指标综合起来分析，就会
发现，用‘创新低’的说法来评价当
前的 GDP 增速毫无意义。”马建堂说，
2014 年，我国 GDP 增长 7.4%，但城镇
新增就业 1322 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这
四个指标配合在一起，完全可以得出
中国经济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的结论。

新动力加快孕育

经济结构明显优化，这是 2014 年
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的重要特征
之一。

从产业结构看，2014 年，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 8.1%，快于第二产业的
7.3%，也快于第一产业的 4.1%；我国
服务业比重提高到 48.2%。“这意味着
中国经济正在加快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
主导转变。”马建堂说。

而 从 发 展 的 动 力 结 构 看 ， 2014
年，传统行业、重化工业、大宗原材料
行业确实遇到不少困难，但是以移动互
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品、新行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中国经济
向中高端迈进的势头明显。

数据显示，2014 年，工业中的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3%，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 4 个百分
点 ， 占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提 高 到
10.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2 个 百 分 点 ， 比 重 提 高 了 1.2 个 百

分点。
与此同时，与互联网和电子商

务有关的新兴业态也快速发展。
2014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 49.7%，快递业务量同比
增 长 51.9% ， P2P、 电 信 消
费、信息消费等也都实现了
较为快速的增长。

“新产品、新行业、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加
速 成 长 ， 新 的 动 力 加 快 孕
育，这正是中国经济未来的

希望所在，符合我国经济发
展动力转换的方向。”马建
堂说。

从 投 资 结 构 看 ， 2014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
年名义增长 15.7%，增速较
上 年 有 所 放 缓 。 马 建 堂 表
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
济增速换挡，需求增速也会进
行换挡，因此，投资增速回落是
符合客观规律的。

不过，马建堂也指出，我国投
资增速虽然放缓，但投资结构也出现
明显优化。其中，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6.8%，明显快于第二产业 13.2%的增
速。而在第三产业投资中，信息业务业
投资、电商服务投资等领域的增长较
快，进一步表明投资结构在优化，投资
质量在提高。

我国城镇化率也在稳步提升。“中
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有将近 7.5 亿人生
活在城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马建堂说，尽管这个深刻的变化不是一
年形成的，而是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接
近 7.5 亿人生活在城镇，也是经济结构
明 显 优 化 的 重 要 体 现 ， 是 了 不 起 的
成就。

老百姓得到实惠

数据显示，2014 年全年，我国居
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0%。其中，
城市上涨 2.1%，农村上涨 1.8%。

分类别看，食品价格比上年上涨
3.1%，烟酒及用品下降 0.6%，衣着上
涨 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
1.2% ， 医 疗 保 健 和 个 人 用 品 上 涨
1.3%，交通和通信下降 0.1%，娱乐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 1.9%，居住上涨
2.0%。

2014 年全年 CPI 上涨 2.0%，顺利
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把“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5%左右”的目标
任务。“与 7.4%相配套的物价水平上涨
2%，物价涨幅比较低，老百姓得到了
实惠。”马建堂说。

“CPI 调 控 目 标 任 务 的 顺 利 完 成 ，
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密不可分。”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 副 所 长 李 佐 军 此 前 接 受 《经 济 日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为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创
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从市场供
求角度看，农业连年丰收增产，
粮食等物资储备充裕，工业品
总体上供大于求，进出口调节
能力较强，房价从 2014 年 5
月 开 始 总 体 上 进 入 下 行 通
道 ， 且 未 出 现 重 大 自 然 灾
害，也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
本稳定的有利因素。

就业是民生之本。2014年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 万人，

比
上年末
增 加 276 万
人 ， 其 中 城 镇 就 业 人 员
39310 万 人 ，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1070 万
人，调查失业率在 5.1%左右。而根据人
社部的统计口径，2014 年，我国城镇
新增就业 1322 万人，超额完成 1000 万
人的任务。

有了稳定的就业，城乡居民也就
有了增加收入的稳定渠道。2014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0167 元 ，
比上年名义增长 10.1%，扣除物价实际
增长 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长 6.8%，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9.2%。我国农民工
月均收入水平达到 2864 元，比上年增
长 9.8%。

“发展为了谁？归根到底就是为了
老百姓收入的提高。”马建堂介绍说，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
人均可支配收入 4747 元，中等偏下收
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0887 元，中等收
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7631 元，中等偏
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6937 元，高
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50968元。

数据还显示，2014 年，全国居民收
入基尼系数为 0.469。马建堂表示，尽管
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是人均水
平仍然很低。按照有关标准，我国还有 2
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因此，我国仍然要一
心 一 意 谋 求 科
学发展。

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呈现平稳运行、质量提升态势——

以“创新低”评价当前GDP增速无意义
本报记者 林火灿

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从纵向来看，增速有些低。但在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的情况

下，取得这一成绩实属不易。值得欣喜的是，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结构不断优

化、质量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一图读懂

2014年中国经济

联合国委托世界银行，从 2011 年起开展了新一
轮购买力平价 （PPP） 比较工作。去年以来，有学者
和媒体依据 2011 年的购买力平价比较成果，认为根
据 PPP方法计算，中国 GDP已经超过了美国。

对此，马建堂表示，国家统计局并不认同这一说
法。购买力平价，简单说就是一个篮子里装了很多服务
和商品，购买这一篮子的不同货币是等价值的，比如，
购买同一篮子商品花了 100 元美金、600 元人民币、1
万元日元，这 3 种等值的货币比例就是购买力平价。由
于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货币，进行购买力平价比较是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一个篮子里的复合商品
并不总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购买力平价在方法上具有
探索和研究性质，在应用研究结果时要慎重。

“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轮的购买力平价可能对中
国的物价水平有所低估，对中国 GDP 的总量有所高
估，所以我们不认可这个数据。”马建堂说，我国人
均 GDP排在世界 90名左右，仍是发展中国家。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错
综复杂。在此基础上，不同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
现分化，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大宗原材料价格跳
水式下跌等因素，2015 年的国际环境仍显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三期”叠加的影响、各种矛盾的交织依然
存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更要看到 2015年中
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还
是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国家统计局局
长马建堂说。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新“四化”的相互推进，是 2015 年经济平稳发展
的坚实基础，也是经济运行的核心。

第二，改革开放激发创业创新的不竭热情，是经
济平稳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总量不
断壮大的关键，也一定会是今后及“十三五”经济平
稳发展的动力所在。特别是简政放权、放开准入、方
便办事，将会极大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

第三，科学的宏观调控是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关
键所在。两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
时，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适时适度地预调微
调，这是 2014 年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会是
2015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放缓的情况，马建堂
分析指出，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基础设
施总量不高，所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固定资产投
资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
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和制造业领域产能的
相对过剩，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确实在下降，去年
只有 15.7%的名义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滑放缓的原因有很多。其
一，制造业领域生产能力过剩，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
我国总投资的比重超过 30%，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
要 控 制 简 单 重 复 投 资 。 其 二 ， 房 地 产 市 场 调 整 。
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 10.5%，也出现了明显回落。

“投资增速回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马建堂说，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需求不可
能不换挡。第三产业、信息服务业和电子商务投资增
长得快，反映出在经济结构优化的同时，投资结构在
优化，投资质量在提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
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
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
间。马建堂表示，我国经济不仅要稳增长、调结构，
还要防风险，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房地产调整风险和
地方政府债务累积风险。2014 年，这两个领域的风
险都得到了很好的化解。

房地产市场从去年上半年起出现了一轮调整，销
量、价格下行。四季度以来的数据显示，随着一些行
政性限购措施的放开，金融信贷政策相应调整，房地
产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70 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
售价格降幅在收窄，特别是去年 12 月份，一线城市
综合环比房价转正，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降
幅也在收窄。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去年党中央、国
务院和各个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摸清家底并防范
风 险 ， 其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 开 正 门 ， 堵 后
门”。各地也正积极采取措施。目前来看，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就像对 2015 年经济下行压力不能掉以轻心一
样，我们对 2015 年甚至更远一点的各种财政金融风
险也不能掉以轻心。把风险控制在受控范围，是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马建堂说。

2015年经济走势：

发展仍有巨大潜力

2015年经济走势：

发展仍有巨大潜力
购买力平价比较：

“GDP超美”不靠谱

购买力平价比较：

“GDP超美”不靠谱

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放缓质量提升

房地产和地方债：

防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马建堂回应当前经济热点话题——

下行压力大 有利条件多
本报记者 张 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