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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0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数据
显示，当前，工业生产呈现增长分化、结构
优化特征；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
落，但回落幅度收窄，结构继续改善；消费
品市场继续保持稳中有升态势。

如何解读主要经济指标释放出的信
号？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接受了《经济日
报》记者的采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6%

行业内部持续分化

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5.6%，增速较 9 月份回落 0.1 个
百分点。

今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从年初的 6.8%滑落至 3 月份的 5.6%，此
后，增速开始缓慢回升，6 月份回到 6.8%
的相对高位。下半年以来，规上工业增速
开始震荡下行，10月份同比增速与 3月份
持平，均为今年以来的最低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江源
分析说，工业增速放缓，表明工业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而从 10 月份的数据
看，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增速出现了分化，
呈现出了结构优化的运行特征。

江源表示，10 月份，受产能过剩和节
能减排制约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面临
较大下行压力；而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
的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则继续
保持较高增速。

10 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8%，增速较 9 月份加快 0.9 个百分
点。其中，金属制品业加快 0.9 个百分
点 ， 专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加 快 0.8 个 百 分
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加快 1.2 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受购置
税优惠政策作用，当月增长 7.3%，增速
加快 4.6 个百分点。此外，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增速比 9 月份
加快 0.4 个百分点，高于整个工业 5.2 个
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正处于结构调

整、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工业内部
各行业运行的分化走势，是有序推进结
构调整的必然结果。而随着旧的增长动
能的衰减，新增长动能的累积，工业经济
的发展后劲将进一步增强。

不过，江源也指出，10 月份工业生产
增长小幅回落，表明在传统产业深度调
整的过程中，新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力
尚显不足。因此，未来工业经济仍面临
下行压力。

固定资产投资 10.2%

先行指标有所回升

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 含 农 户）4474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增速比前 9 个月回落 0.1 个百分
点，但回落幅度比前 9 个月收窄 0.5 个百
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8.3%，
增速与前 9个月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先行指
标有所回升。前 10 个月，全国投资到位
资金 471059 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
比 1至 9月提高 0.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高级统计师王宝
滨分析说，这是在增速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6.8%之后首次提高，表明投资资金紧张
状况有所缓解。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连续 6
个月小幅回升。”王宝滨表示，前 10 个月
全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337429 亿
元，同比增长 4.1%，增速比 1 至 9 月份提
高 1.3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增速持续回升，对下一阶段投资增长的支
撑作用会有所增强。

10 月份投资数据的另一个可喜变化
是，投资结构正在继续改善。王宝滨指
出，工业内部运行的分化，不仅表现在生
产增速上，也表现在投资上。一方面，多
数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投资继续下
降；另一方面，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制
造业以及部分服务业投资则保持较高
增速。

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高耗能制造业
投资 36759 亿元，同比增长 0.8%，比全部
制造业投资增速低 7.5个百分点。与之形
成项目对比的是，装备制造业投资 59480
亿元，同比增长 10.4%，比全部制造业投
资增速高 2.1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
投资 16211 亿元，同比增长 12.6%，比全
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 4.3个百分点。

部分服务业投资也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前 10 个月，仓储业投资 5326 亿元，

同 比 增 长 28.1%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投 资
15012亿元，增长 17.6%。

有关专家表示，在我国经济由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由投资拉动转向更为倚
重消费拉动、全社会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
设的大背景下，工业发展正在呈现积极变
化，结构调整正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
发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6%

汽车拉动增速加快

今年前 10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名义增长 10.6%，增速比前三季度
提高 0.1 个百分点；实际增长 10.6%，增速
比前三季度提高 0.1个百分点。

10 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名义增长 11.0%，增速比上月提高

0.1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0%，增速比上月加快 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高级统计师
蔺涛说，10 月份，城乡市场增速同步加
快，商品零售和餐饮消费双双提速，基本
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汽车类商品同比增
速有所加快。

数据显示，10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 10.8%，乡村增长 12.2%，均
比上月提高 0.1 个百分点。商品零售同
比增长 10.8%，增速比上月提高 0.1 个百
分点；餐饮收入增长 12.4%，提高 0.3 个百
分点。

此外，10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
商品同比增长 7.1%，增速比上月提高 4.4
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约 0.8 个百分点。蔺涛表示，汽车类商品
增 速 提 高 是 10 月 份 增 速 提 高 的 主 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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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李予

阳报道：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1 月至 10 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21022 家，同比增长 9.3%；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6394.2 亿元，同比增长 8.6%。
10 月当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042
家，同比增长 2.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46.8亿元，同比增长 4.2%。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今年
前 10 月我国吸收外资基本延续了今年
前 3 季度的发展态势，总体规模实现稳
定增长。”

该负责人分析指出，随着自由贸易
试验区改革的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
对 吸 收 外 资 的 拉 动 作 用 明 显 。 前 10
月，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8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长江经济带
区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9859 家，同
比增长 7.8%，占全国新设企业总数的

47%。
从结构来看，前 10 月吸收外资行

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数据显示，服务业
实际使用外资 63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4%，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 61.2%；
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67.6 亿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57.5% ， 其 中 ， 科 学 研
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
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 86.5%、48.8%
和 41.3%。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326 亿
美元，同比增长 0.2%，在全国总量中
的比重为 31.4%；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 7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6%，
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 23.3%，
其 中 ， 通 信 设 备 制 造 、 电 子 器 件 制
造、化学药品制造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分别增长 143.6%、36.2%和 20.8%。

从来源地来看，主要投资来源地呈
分化态势。来自东盟、欧盟、“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投资分
别增长 10.8%、13.7%、14%、12.6%和
68.9%；来自日本、美国和台湾地区投资
分别下降 25.1%、13.6%和 19.3%。

从投资方式来看，外资并购交易活
跃，外商投资并购规模和比重均有较大
幅度提高。1 月至 10 月，以并购方式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 1122 家，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15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6%和
176.9%。实际使用外资中并购所占比重
由上年同期的 6%上升到 15.4%。

专家表示，前 10 月我国吸收外资保
持良好势头，与当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
下滑形成明显反差，这与我国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在更高平台上打造更新更好
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我国市场具有巨
大的发展潜力，政府一系列改革开放措
施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外商继续看好对
华投资前景。

前 10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8.6%——

外 商 继 续 看 好 对 华 投 资 前 景

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国家
卫生计生委今天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5）》 显示，到 2020 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
增长到 2.91 亿，年均增长 600 万人左右，虽增速放
缓，但城镇之间人口流动日趋活跃。

《报告》 称，“十二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
增长约 800万人，到 2014年末达到 2.53亿人。“十三
五”期间，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铁路沿线地区聚
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还会由于人口的迁
入继续增长。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区域间经
济联系的加强，城镇之间人口流动将日趋活跃。

《报告》表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
育服务与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稳步提升。数据显示，
2014 年，83%的流动人口接受了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
健基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比例持
续上升，2014 年 83%的流动人口至少参加 1 种基本医
疗保险，比 2011年上升 15个百分点。

此 外 ， 流 动 人 口 居 留 长 期 化 趋 势 愈 加 明 显 。
2014年，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居住的平均时间超过 3
年以上的占 55%，居住 5 年及以上的占 37%。半数以
上流动人口有今后在现居住地长期居留的意愿，打算
在现居住地继续居住 5年及以上的占 56%。

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将达 2.91 亿
流动人口增速放缓 居留呈长期化趋势

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保
部今日通报，截至 11 日上午，东北地区重污染形势
有所缓解，但 12 日至 14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
市可能会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绍说，11 月
10 日，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15 个城市
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京津冀
及周边和西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为污染最重区域。

据介绍，10 日，东北地区 3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有 9 个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与 9 日相比，严
重污染城市由 13个减少至 1个，污染程度有所减轻。

罗毅表示，预计 12 日至 14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不利，空气相对湿度较大，污染
物容易累积，受此影响，区域内部分城市可能会出现
一次重度污染过程，其中，北京、石家庄、廊坊、保
定、衡水、济南、聊城、淄博、莱芜、德州和郑州等
城市出现重度污染可能性较大。

针对本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重污染过程，环
保部已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关省份，切实做好
12 日至 14 日空气重污染过程应对工作，进一步强化
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最大程度减轻空气重污染过程
影响。

东北地区空气污染有所减轻
京津冀可能迎来重污染天气

11月10日，江西靖安县高湖镇中港村农民在采收有

机皇菊。近年来，该县组织当地农民改良河洲、荒滩，种

植有机皇菊，目前皇菊产业年产值已达1.7亿元，皇菊花

也成为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黄金花”。 徐仲庭摄

国家统计局发布 10 月工业、投资、消费数据显示——

工业与投资增速回落 消费品市场稳中有升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林火

灿报道：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 ， 10 月 份 ，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下 降
2.4%，降幅比 9 月份收窄 0.7 个百分
点。前 10 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8801 亿元，同比增长 2.0%，增速比 1
至 9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继续呈回
落走势，但回落幅度比上月收窄 0.3 个
百分点。

“从投资数据看，房地产市场仍然
处于继续调整之中。”国家统计局投资
司高级统计师李皎说，住宅投资和重点
城市投资是支撑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保

持增长的重要力量。
尽管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但房地产

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稳中有升。前 10 个
月 ， 全 国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到 位 资 金
101566 亿元，同比增长 1.3%，增速比
前 9 个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李皎表
示，企业到位资金状况的好转，对房地
产开发投资会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

数据还显示，前 10 个月，全国商
品房销售面积 94898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7.2%，增速比前 9 个月回落 0.3 个百
分 点 ； 销 售 额 64790 亿 元 ， 增 长
14.9%，增速回落 0.4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
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据全国

股转公司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9 日，今
年已有 1535 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完成 2057 次发行，融
资金额合计 1024.45 亿元。其中，挂牌同时发行 244
次，发行 39.09亿股，融资 164.44亿元。

总体来看，挂牌公司股票融资体现出灵活快捷
的特点。今年以来发行次数和融资金额分别为 2014
年 全 年 的 6.25 倍 和 7.76 倍 。 完 成 2 次 以 上 （含 2
次） 发行的公司有 407 家，占比为 26.51%，其中完
成发行次数最多的楼兰股份本年已完成 7 次发行；
平均每笔融资 4980.3 万元，单笔融资金额在 500 万
元以内的发行有 336 次，单笔融资金额最小的为 3.5
万元。

另外，从融资用途来看，除补充流动资金、提供
做市库存股、股权激励等用途外，多数为经营性融
资，用于项目融资、研发、对外投资等经营性融资的
发行次数占比达 61.84%，基本满足了挂牌公司多元
化融资需求。

新 三 板 挂 牌 公 司 融 资 超 千 亿 元
融资更灵活更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