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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5
年 国 民 经 济 运 行 成 绩 单 。 数 据 显 示 ，
2015 年，我国 GDP 增速为 6.9%，基本
达到年度 7%左右的增长目标。交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接受 《经济日报》 记
者采访表示，2016 年，我国经济增速仍
有下行压力，随着前期大量稳增长政策
逐渐释放效力，以及当前政策力度的加
大，全年经济增长很可能前低后稳。

连平说，第二产业增长放缓和投资
需求回落，是 2015 年经济增速放缓的主
要原因。其中，第二产业对 GDP 增长的
贡献率下降至 37.1%，比去年下降 7 个百
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2.6 个百分点，比去
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10%，比去年大幅下降 5.7 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进一步下降至

1%，比去年大幅下降 9.5 个百分点，不
但直接拉低投资增速，而且影响钢材、
水泥等重工业产品需求走弱。

尽管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但 2015 年
的中国经济不乏亮点：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增长质量不断提升；工业产业内部
调整优化，新的工业增长点正在形成；
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就业创造能力得
到提升。“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服务业
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双重稳定
器。”连平说。

连平表示，2016 年，我国经济运行
还将面临着 4 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前景并不明朗，可
能影响出口增长。二是美联储进入加息
通道，对资本流动带来持续影响。三是
在去产能与工业通缩双重压力下工业增
长仍将放缓。四是房地产投资能否企稳
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投资增长。

“去产能虽然对近期经济带来直接
冲 击 ， 但 将 促 进 中 长 期 经 济 持 续 增
长 。” 连 平 分 析 说 ， 根 据 测 算 ， 如 果

2016 年加大去产能进程，清除产能幅度
为 10%， 直 接 影 响 经 济 增 速 放 缓 大 约
0.3 至 0.4 个百分点。虽然去产能对短期
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但这是治疗中
国经济“病症”的关键手段。如果过剩
产能不能化解掉，那么仍将占用大量资
源，拖累行业内优质企业，逐渐加重金
融风险。随着去产能进程的持续推进，
经济结构逐渐转型，工业产业内部逐渐
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新的活力才能得以
激发。

连平建议，从政策层面看，我们需
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加以平衡，需
求侧的稳增长政策着眼于短期经济增
长，而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更多地作用
于中长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加大财政赤字与
减税降费同时并举。稳健的货币政策将
灵活适度。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灵活运
用，促进融资成本降低，维持流动性
平稳。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点评2015 年内外贸成绩单——

形势严峻不乏亮点 结构优化趋势向好
本报记者 冯其予

2015年是我国外贸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形势更加复杂严

峻，下行压力加大。尽管我国进出口增速“双降”，但占全球市场份额

稳中有升。展望未来，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开始显现，企业的信心将

逐渐提升，结构调整的趋势将继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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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 1 月 20 日讯 记者冯其

予报道：近日，欧盟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后称，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将进
行全面评估，并于下半年正式提出意
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今天对此
回应表示，无论欧委会如何做出评估，中
方关注的核心是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
应于 2016 年 12 月 11 日前取消对华反
倾销“替代国”做法。

沈丹阳表示，目前距终止日期只有
不到 11 个月的时间，欧盟应从中欧经贸

合作大局出发，遵守国际义务，尽早采取
必要措施，确保如期履行第 15 条义务，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沈丹阳指出，近期一些欧盟行业组
织不断渲染取消“替代国”的做法会给当
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所谓的巨大的

“负面影响”。中方认为，这些观点仅代
表部分行业利益，欧盟的政策决定不应
以此为依据，“毕竟多边贸易体系是建立
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以任何借口不履行
国际义务，都将对多边贸易体系造成损
害。”沈丹阳说。

欧盟应如期取消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

日 前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2015 年 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增长 6.9%，数据一经
公布即引来国际社会的关注。
尽管此次增速是 25 年来的最
低值，但海内外普遍认为这是
中国经济正常调整的结果，相
比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
方向调整、转型升级及背后的
结 构 优 化 更 重 要 、 更 具 说
服力。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
尔商学院终身讲习教授熊榆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经济犹如一艘高速行驶的大
船，调整到更优方向必先缓慢
减速，然后转舵。所以 6.9%
是经济正常调整的结果，增速
也许仍会放缓，但长期来看正
确的航向更加重要。

谈及中国未来在国际经济
运行中的地位，熊榆说，目前
欧美经济总体不是很乐观，并
没有从上一轮经济危机中恢
复，因而对中国的依赖还将存
在并可能增强，从世界范围来
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仍处于有
利地位。

新加坡 《联合早报》 20
日刊文 《中国去年经济增长
6.9% 为 25 年 最 低 学 者 ：
无需惊慌》 传递出冷静面对的
观点。学者认为，GDP 低于
7% 不 足 以 说 明 经 济 出 了 问
题，衡量中国经济是否健康的
真正指标，应看相对而不是绝
对的 GDP增速。

众多分析都认为，增速
虽然放缓，但中国经济依然
稳定。法国 《费加罗报》 19
日整版报道 2015 年中国经济
数据。报道称，上一年度中
国 经 济 增 速 放 缓 属 意 料 之
中，中国经济虽在刹车但依然稳定，很多实例都说
明中国经济在转型的同时正在向前推进。

《费加罗报》 以中国电影和旅游产业为例进行
具体阐释：2015 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约 50%，近 5
年来更是增长 3 倍，根据日本野村信托银行估计，
照此速度增长，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将于 2017 年
和美国并驾齐驱。同时，2015 年中国游客旅游支
出达 2700 亿美元，也说明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稳步
推进。

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罗震教授认为，6.9%的
增速与经济专家的预期相符合。他说，中国的经济已
经逐渐强大起来，按美元计算，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中
国购买力比 2010 年增加了 50%，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是正在经济复苏的美国的 2倍多。

巴西因斯珀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马斯也认为，虽
然中国经济增长不足 7%，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在
恶化。达马斯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正从以投资为驱
动向以消费为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工
业生产增长一定会低于消费的发展，中国经济正向正
确的方向迈进。

巴西太平洋投资公司私募风险投资部经理若昂·
布兰当认为，长期来看中国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市
场，随着中国经济向以消费为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优秀的实业公司仍可以继续探索在中国投资的机会。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

冷静面对调整

坚定中国信心

—
—全球热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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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
阳在例行发布会上指出，尽管 2015 年我
国进出口增速下降，但占全球市场份额
稳中有升。此外，2015 年我国国内消费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并呈前低后高、小幅
波动态势。

外贸失速仍有亮点

据海关初步统计，2015 年，全国进
出口总值 24.58 万亿元，同比下降 7%。
其 中 ， 出 口 14.14 万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8% ； 进 口 10.45 万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3.2%。按美元计，全国进出口总值 3.96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8%。其中，出口
2.28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2.8%；进口
1.68万亿美元，下降 14.1%。

“尽管进出口增速下降，但从国际比
较看，我国出口增速仍好于全球主要经
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市场份额
稳中有升，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
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沈
丹阳说。

从国际上看，我国出口情况仍好于全
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据 WTO
统计，2015 年 1 月至 11 月，美国、德
国、日本、韩国、印度、南非、巴西、中
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均为负增长，比
我国出口降幅 （-2.5%） 分别高 0.6 个至
15 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升
至约 13.4%，比 2014 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1月至 11月，我国进出口比美国多 566亿
美元，其中出口多 6672 亿美元，继续保
持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

从贸易方式看，我国 2015 年一般贸
易出口保持增长，成为拉动出口的主要
力量。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 年，机电产
品 出 口 13119.3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0.1%，占外贸出口 57.6%，比 2014 年同
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此外，民营企业出
口保持增长，成为出口的主力军。2015
年，民营企业出口 1029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8%，占外贸出口 45.2%，比 2014
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从主要市场
看，市场多元化取得进展，对“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出口保持增长。

沈丹阳表示，2015 年我国新型商业
模式保持快速增长。跨境电子商务、市
场采购等新型商业模式正逐步成为外贸
发展新的增长点。2015 年，跨境电子商
务增速高达 30%以上。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出口增速超过 70%。

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内需求走
弱等因素影响，进口仍在低位运行，但
质量效益提高。2015 年，我国原油、塑
料、大豆、天然气、纸浆、谷物、铜精
矿等 10 类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合计

减少付汇 1880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
1.2 万亿元），大幅降低了国内企业生产
成本，改善了效益。

国内消费总体平稳

2015 年国内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并呈前低后高、小幅波动态势。数据显
示，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增速较前三
季度加快 0.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0.6%，较上年放缓 0.3 个百分
点。沈丹阳表示，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
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4.5%。消费对
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较
上年提升 15.4 个百分点，充分发挥了经
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据介绍，2015 年我国国内消费呈现
出新兴业态快速发展、智能绿色产品销
售旺盛以及服务消费增长较快等突出特
点。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 10.8% 。 商 务 部 重 点 监 测 零 售 企 业
中，购物中心销售额同比增长 11.8%。
限额以上通讯器材、家电销售分别增长
29.3%和 11.4%。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
业 4G 手机销量同比增长 75.9%，一级能
耗冰箱、空调销售量分别比冰箱、空调
类销售量增速高出 13.3 个和 12.9 个百分
点。此外，全年新能源车销量增长 3.4
倍。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持
续升温。

同时，区域结构不断优化、消费价
格小幅上涨等特点也比较突出。乡村消
费 品 零 售 额 4.2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13.9%，比上年扩大 0.2 个百分点，增速
从 2013 年以来一直保持快于城镇态势。
中西部地区消费领跑。

2015 年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中
部、西部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比东
部高 1.2 个和 0.9 个百分点。全年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1.4%，涨幅较上年回
落 0.1个百分点。

积极因素已经显现

在谈到 2016 年外贸形势时，沈丹阳
表示，虽然我国外贸面临的国内国际形
势非常复杂严峻，下行压力依然很大，
但是只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快外
贸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全力以赴做好新
常态下的外贸工作，2016 年外贸出口还
是会有好的发展。沈丹阳指出，当前有 3
个重要因素的变化值得关注。

首先，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开始显
现。沈丹阳指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外
贸稳增长工作。2015 年以来，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措施，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
和很多地方部门抓政策落实。这些政策
落实中，最主要的是大力推进贸易便利
化、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降低海
关查验率、支持新型商业模式发展，这
些措施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随着这些
政策措施不断落实到位，将会为我国外
贸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能为企业减负助力，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企业信心。“可
以说，目前企业的信心在逐渐提升。”沈
丹阳说。

其 次 ， 结 构 调 整 的 趋 势 在 继 续 向
好。虽然 2015 年外贸增速下降，但是结
构优化取得明显进展，这个趋势仍将在
2016年得到延续。

此外也要认识到，2016 年外贸的形
势仍然严峻复杂。不能仅仅看到 2015 年
12 月份出口有增长就过于乐观。实际
上，12 月份的出口增长有一个季节性集
中出口的因素。因此，不排除 2016 年 1
月份出口数据不会那么“漂亮”。尽管外
贸形势依然严峻，但积极因素已经显
现，应对 2016年外贸抱有信心。

Eric_张明磊：GDP 增速进入中高速，是让结构变

得更加完善。因为有冬天，我们才能等到春天。

吃辣条的土豆雷：GDP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引人注

目，其实国家更需要关注百姓幸福感的提升。

911 爱不释手：转型阵痛难免，必须改变以房地产

为“支撑”的 GDP，就算这两年经济再怎么困难，只要

能改过来都是值得的。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nicole：我们国家要转型要

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环境经济都要兼顾。

陈巫建荣：经济结构转型期，GDP 增速下滑很正

常。牺牲环境增长的 GDP 不要也罢，我们要的是绿色

GDP！

迷失的 limbo：在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低迷，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总

量庞大的背景下，GDP 实现 6.9%的速度增长已经是一

份非常好的成绩单了，为党和政府点赞！

鲁渝孙谈：能做到当前程度的经济增长，已经很不

容易，在世界上也算了不起的。有点问题不可怕，关键

是继续努力，不要懈怠。

Tbecya：第三产业增长幅度还不错，中国继续努

力吧。

非典型间歇性踌躇满志：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

型期，很多传统行业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坚

定信心，迈过荆棘，前方将会有坦途！

农之后裔：要更关注医疗、教育、养老、体育、法治、

公平机会⋯⋯这些是更实际的东西。

（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益勇整理）

网友热议中国经济——

迈过荆棘是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