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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稳中提质 内生动力加速集聚

前三季度，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
含农户） 426906 亿元，同比增长 8.2%，增
速比上半年回落0.8个百分点，但比1月至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结束了自年初以来
投资增速逐步回落的态势。其中，9 月份当
月投资60567亿元，增长9%，增速比8月份
加快 0.8 个百分点，投资当月增速已连续两
个月出现回升。在国家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
施的作用下，投资增速出现企稳回升的迹
象，投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区域协调发展
稳步推进，积极因素逐步累积。

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当月投资增速
回升幅度较大。前三季度民间投资 261934

亿元，增长 2.5%，增速比 1-8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结束了自去年以来增速持续回落
的走势。从当月投资看，9 月份民间投资
36929 亿元，增长 4.5%，增速比 8 月份加快
2.2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回升主要得益于两个方
面。一是经济大环境有所改善，特别是工业
企业生产平稳、效益持续改善。三季度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增速与
二季度持平，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1
月 至 8 月 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增 长
8.4%，为今年以来最高值。此外，受商品房销
售快速增长的影响，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
长 6%，增速比 1 月至 8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
点。二是相关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今年
国务院先后组织了两次针对民间投资的专项
督查，并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16〕12 号），对做好民间投资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政策
落地速度，有助于解决民间投资发展中面临
的各种问题，加快了民间投资的建设进度。

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回升，当月投资增
速连续 3 个月提高。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

135250亿元，增长3.1%，增速比1月至8月份
加快 0.3 个百分点；制造业当月投资 18727 亿
元，增长5.1%，增速比8月份加快3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自 7 月份以来
当月增速已连续 3 个月回升。从制造业内部
结构看，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品制造业投资
增势良好，前三季度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增长
7.8%，增速比1月至8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
受原油、水泥、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回升的
影响，前三季度高耗能制造业投资降幅比1-8
月份略有收窄，但投资规模仍在减少。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和稳增长
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前三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的苗头，特
别 是 新 开 工 项 目 计 划 总 投 资 增 速 仍 高 达
22.6%，比去年同期高 19.8 个百分点，对下一
阶段投资增长的支撑作用较为强劲。但同时
也要看到，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投
资增速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如产能过剩
和市场需求不振的双重压力仍制约着经济发
展，企业投资信心整体偏弱。另外，在热点城
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三、四线城市去库存
压力的作用下，未来房地产投资走势仍有较
大不确定性，这些情况仍需高度关注。

前三季度，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国家和地方稳增长促消费 政 策 逐 步 落
实，我国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而且增速有所加快，消费结构升
级趋势明显，网络零售等新兴业态保持
快速发展，呈现出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的
良好发展态势。

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增速有所
加快。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
破 23 万亿元，达到 238481.8 亿元，同比名
义增长10.4%，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
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8%，增
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前3
个季度名义增速分别为 10.3%、10.2%和
10.5% ，实 际 增 速 分 别 为 9.7% 、9.8% 和
9.9%。9月份增速为10.7%，比8月份提高
0.1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

居民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使得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继
续领跑我国经济增长。核算数据表明，前
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 71.0%，分别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

提高13.3个和11.1个百分点。
新兴业态保持快速发展，传统零售业

态增长有所回升。今年以来，随着移动支
付、网络租车、远程教育等分享经济不断发
展扩大，网络消费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
仍保持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26.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增长 25.1%，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 14.7 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3个百分点左右。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11.7%，
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传统零售业态总体增速回升，内部业
态增长各异。据测算，前三季度，包括超
市、百货店、专业店等在内的传统零售业态
零售额同比增长7%，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中的专业
店和专卖店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 3.9
个和3.1个百分点，超市和百货店增速分别
比上年同期回落0.2个和2.1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增长稳步加快，餐饮收入增
速有所回落。按消费类型分，前三季度，商
品零售 212868 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
速比上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前 3
个 季 度 增 速 分 别 为 10.2% 、10.1% 和
10.5%。

餐饮收入 25613.9 亿元，增长 11%，增
速比上半年低 0.2 个百分点；其中，前 3 个
季度增速分别为11.3%、11.2%和10.6%。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保持平稳，部分
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吃、用类生活必需
品增长较快。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粮
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日用类商品同比分别
增长 11.1%和 11.4%；服装类增速比上半
年略有提高。

消费者信心指数企稳回升。据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开展的中国消费者信心调
查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分
别为 104、104.4、100、101、99.8，逐月回
落，6月份回升至102.9，7、8月份均保持在
105以上。

今年第三季度经济运行存在积极变
化，增速稳中有升，运行质量趋好，结构性
改革效果显现。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
素仍然存在，特别需要关注房地产价格和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关注中小
型企业发展，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从 PMI 来看，三季度，新订单指数有
所回升，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均值50.9%，较
二季度上升 0.2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新订
单指数均值50.4%，较二季度上升0.8个百
分点。随着市场需求趋好，供需关系也有
所改善。从 PMI 来看，生产指数与新订单
指数均值差距在缩小。1月至9月份，制造
业生产量指数均值 52.0%，新订单指数均
值 50.5%，两者差距为 1.5 个百分点，较去
年同期减少0.5个百分点。

随着市场需求的好转，供需改善，价格
上涨，企业效益有所转好。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1 月至 8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0583.6 亿元，同比增长 8.4%，增速比 1 月

至7月份加快1.5个百分点。
结构性改革效果体现。今年以来，经

济运行的结构性变化持续显现，新旧动能
转换持续向好。制造业PMI数据显示，今
年 1 月至 9 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
产业均值均在 50%以上,高耗能行业均值
在50%以下。从分季度变化看，高新技术
产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季度均值呈现逐季
上升趋势，高耗能行业则逐季回落。

2016 年 9 月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
出现明显上升，连续 7 个月运行在 52%以
上的较高水平，本月升幅明显加快，指数创
出今年以来的阶段性高点。房地产销售价
格指数持续上升的背后存在一定刚性需
求。但房价过快上涨反映出实业投资缺乏
吸引力。要关注房价过快上涨形成财富效
应，引发社会资本脱实入虚，进而导致资产
价格泡沫的快速积聚。

关注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快上涨。
市场价格上涨虽然是一个积极变化，反映
出市场供需关系改善，有利于活跃市场，但
要对部分产品、部分地区价格上涨过快给
予关注。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 9 月份，钢材价格较年初上涨
20%、天热橡胶价格较年初上涨近 8%,原
煤价格较年初上涨6.5%。

关注中小型企业发展。制造业 PMI
数据显示，2016 年前三季度，大型企业
PMI 均值保持在 51%以上的较高水平，并
呈现逐季回升走势。但中型企业和小型企
业均值仍在 50%以下，且分季变化有波
动，并未形成趋势性回升，反映出我国经济
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仍显不足。

经济发展还应把握转型升级主线，培
育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提升经济运行的
有效性，应重点关注：技术升级促进互联网
与产业间的融合度；组织管理模式升级推
动各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度；人才升级对技
术升级与组织管理模式升级的推进力度。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稳回升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实际增长 6%，增速与上半年持平。其
中，一季度增长 5.8%、二季度增长 6.1%、
三季度增长 6.1%。今年 3 月份以来，各月工
业增速在 6%以上小幅波动，工业生产阶段
性筑底迹象明显。

工业品价格回升明显。今年特别是二季
度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持续收窄，
9 月份同比由负转正，终止了 54 个月连续下
降的态势，表明国内工业产品供需矛盾有所
缓解。在去产能、去库存政策作用下，钢铁、
有色、煤炭等行业价格回升更为明显。

产品产量增长面扩大。前三季度，纳入

统计的58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369种实现
同比增长，增长面达到 62.6%，比上年提高
11.8 个百分点。今年 3 月份以来产量增长面
始终保持在60%以上。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
向的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光纤、光缆、智
能手机、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SUV、新能源
汽车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了较高增速。

出口降幅收窄。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
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 0.1%，降幅较上半年
收窄0.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下降3%，二
季度增长 0.8%，三季度增长 1.3%。出口低位
回稳，对工业生产的拉动有所增强。

工业用电增速回升。前三季度，工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2.0%，增速较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
加快1.8个和1.5个百分点。7、8月份工业用电
量增速较高，尽管存在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因
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业增速趋稳。

用工需求小幅回暖。国家统计局开展的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调查结果显
示：三季度，9 万多家调查单位中 11.6%的企
业用工需求上升，高于需求下降企业0.7个百
分点，而一、二季度用工需求上升企业的比例
分别低于下降企业5.4个和2.2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前三季度，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0.4%，上半年为增长 0.1%；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较上
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1%和 10.6%，较
上半年分别加快1个和0.4个百分点。

新增长点对工业生产发挥积极拉动作
用。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有近万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相继投产，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2.6%，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

非公经济总体发展较快、效益较好。前
三季度，规模以上非公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高于工业整体水平 1.8 个百分点。1 月
至8月份，规模以上非公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11.2％，高于工业整体水平 2.8 个百分
点；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5.79％，高于工业
整体水平0.13个百分点。

从以上几个方面情况看，当前工业经济
积极因素增多，活力渐增，向好趋势有所加
强。但也要看到，国内外市场需求总体仍然
偏弱，“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艰巨、难度加
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过程，工业
生产增速持续回升的动力依然不足。预计四
季度工业经济仍将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的基本格局。

工 业 经 济 活 力 渐 增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17735元，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247 元，同比名义增长 8.5%，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6.4%。今年以来，居民收入和消
费保持稳定增长。

居民主要收入项增长速度比较均衡。居
民收入由四大项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
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三
项基本收入，第四项是影响居民间收入分配的
转移净收入。前三季度，三项基本收入名义增
速均在 8%左右。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10128元，同比名义增长7.9%。主要是部

分服务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信
息技术服务、房地产、科教文卫等行业从业人
员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部分抵消了采矿、
制造、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工
资增长较慢甚至下降的影响。从农村看，人均
外出务工工资水平增长5.9%，在乡外省内务工
人员数量增加 3%，加上乡内务工人数明显增
加，这使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
长9.0%。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3029元，
增长8.0%，其中家庭经营服务业发展较快，使
人均三产净收入增长 10.4%。全国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1421元，增长8.2%，其中人均出租
房屋净收入增长12.8%，人均转让土地承包经
营权收入增长10.7%。

基本消费比重下降、发展改善型消费比重上
升。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3664 元，增长 7.7%，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为
29.9%，同比略有回落；人均衣着支出867元，增
长 2.3%，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上年同期的
7.5%下降到7.1%；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
长8.5%，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人均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
保健支出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9.5%、12.9%
和11.7%，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消费升级换代趋势明显。前三季度，在
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中，居民人均用于购买
化妆品等个人用品的支出增长16.7%，家政服
务支出增长27.3%。在交通通信支出中，居民
人均用于购买汽车、移动电话机的支出分别
增长15.2%和10.5%，上网费和邮费分别增长
15.7%和 14.4%。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居
民人均用于景点门票、健身活动和电影演出
票等支出分别增长 16.0%、13.9%和 10.5%。
此外，旅馆住宿和美容美发洗浴的支出分别
增长10.3%和11.1%。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全国居民收入和居
民消费持续较快增长难度有所增加。部分行
业去产能影响相关从业人员收入增长，部分
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使部分地区农业增收困
难，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的动能不足等问题
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和地区应加
强对分流转岗人员的保障和再就业引导促进
工作，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对居民收入的不利
影响；合理制定农业补贴政策、确保补贴及时
到位，稳定农业生产经营户收入增长；同时应
针对当前的不利因素，更加关注受影响人群，
将可能出现的新应保应扶对象及时纳入保障
范围，防止返贫和收入差距再次拉大。

居民收入和消费稳定增长

消费品市场平稳增长

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本版编辑 于 泳 孟 飞

10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三季度经济数据。《经济日报》邀请相关专家就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经济运行、居民收入与消费、消费品

市场变化等领域数据作了解读。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去产能情况、产业结构升级、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等指

标都不断向好，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明显，预示四季度经济有望小幅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