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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同比增长6.3%——

增速不低 后劲可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这一

局面来之不易。下半年，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变，国内市场还在不断地壮大，政策储备还有很多空间，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有利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回应我国何时成为高收入国家——

集中精力把经济发展好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去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
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有
声音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
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表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取决于多个因素。与讨论能不能
成为高收入国家、什么时候迈入高收
入国家门槛相比，更重要的是要集中
精力把经济发展好，把人民生活水
平、收入水平提高，推动经济提质增
效，迈向高质量发展。

毛盛勇说，国家统计局在全面总结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成就的系列报告中，提到2018年我
国居民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人均GNI），
这一概念与人均GDP是有差别的。

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
定时期内所有的常住单位创造出来的增
加值的总和，所以 GDP 是从生产的角
度 来 反 映 经 济 增 长 情 况 的 。 GNI 是
1993 年以后才改过来的叫法，过去经
济学教科书经常讲 GNP，即“国民生
产总值”，这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衡
量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个部门收入分
配的总情况。1993 年，联合国等国际
机构考虑到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叫法不是
太合适，就在修订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时
改成GNI，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国
民总收入”的概念。与此同时，GNP

这一概念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民总收入 GNI 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间有一些差别，但是也有联系。”
毛盛勇解释说，GNI是在GDP基础上做
一些调整得到的，国民总收入等于国内
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要素的净收入，
即来自国外要素的收入减去付给国外要
素的收入。例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
获得的收益，减去外资在国内获得的收
益，就是国外要素净收入的一种情况。

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 GDP 和
GNI 差别不大，GDP 数略微比 GNI 大
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国民总收入GNI
包括政府、企业、居民，还有来自国外
要素的净收入，它和我们通常讲的居民
可支配收入不是一个概念，而且显然比

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大。
“按照联合国目前的划分标准，中

国是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
毛盛勇表示，客观说，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包
括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经济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还是比较
低的，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

毛盛勇表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相
对的概念，影响因素很多。“与讨论能
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什么时候迈入高
收入国家门槛相比，更重要的是要集中
精力把经济发展好，把人民生活水平、
收入水平提高，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迈
向高质量发展。”毛盛勇说。

7 月 15 日 ，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了
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经
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 4509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6.3%。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
6.4%，二季度增长6.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表示，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结构在优化调整，6.3%是一个不低
的增长速度，也是一个含金量高、来之
不易和有后劲支撑的速度。未来，我们
仍要更多地保持战略定力，更多地集中
精力聚焦于自身，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经初步核算，今年一季度 GDP 同
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在国
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上半年我
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
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在优化调整。”毛
盛勇说。

从三次产业看，上半年，农业生产
形势比较好，夏粮总产量增长 2.1%，
和历史上最高产的 2017 年持平。工业
增长基本平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6%。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

从“三驾马车”看，上半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消费增
长总体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8%，比前 5 个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
进出口形势好于预期，货物进出口总额
增长3.9%，比一季度略有加快。

从三大民生指标看，上半年城镇新
增就业达到73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67%，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 5.1%，稳定在 5%左右的水平。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2%，剔除食品和
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 1.8%，延续温和
上涨的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上涨 0.3%，保持了小幅上涨。收入增
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5%，比
经济增长速度要快 0.2个百分点。特别
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要快于
城镇，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从结构上看，产业结构在优化。上
半年农业在巩固基础地位的同时，种植
结构在调优，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
积在提升和增加。工业转型升级在加快
推进，高技术制造业上半年增加值增长
9%，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速度快 3 个
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
高0.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也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现代服
务业保持比较好的发展势头。

需求结构在优化，消费的基础性作
用继续巩固，上半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 60%，消费内部的升
级继续推进。投资结构呈现优化趋势，
社会领域的投资、高技术产业的投资、
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投资保持在 10%以
上的较好水平。一般贸易的比重比上年
同期在继续提升。

区域结构也在优化。上半年，中部
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快于东部地区 3.5个百分点；中
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快于
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也
呈现出这样的发展态势。

6.3%的增速含金量高

今 年 上 半 年 ， 我 国 GDP 增 速 为
6.3%，比一季度放缓0.1个百分点，比
去年同期放缓 0.5个百分点，创下了多
个季度以来的新低。

“6.3%是一个不低的增长速度，也
是一个含金量高、来之不易和有后劲支
撑的速度。”毛盛勇在回答经济日报记
者提问时表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
增长 6.4%，上半年为 6.3%，小幅放缓
了 0.1 个百分点。如果结合就业、物
价、收入、生态环境等指标来看，经济
还是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

毛盛勇说，6.3%是一个不低的速
度。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 6.4%，在全
球主要经济体里是最快的速度。尽管许
多国家还没有公布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
度，但总的趋势是全球的经济增长有所
放缓。如果拿到当前越来越严峻复杂的
内外环境的大背景下来看，和世界主要
的经济体放在一起来看，中国上半年
6.3%的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
应该还是一个名列前茅的速度。

6.3% 是 一 个 含 金 量 比 较 高 的 速
度。“我们在看到经济增长 6.3%的同
时，也要看到就业的情况比较稳定，物
价保持温和上涨或者基本稳定的态势，
居民收入增长还比较快，万元 GDP 能
耗同比下降 2.7%，这说明生态环境总
体也在改善，因此 6.3%的增长是有质
量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毛盛勇说。

6.3%是一个来之不易的速度。去年
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国内长
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有
下行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
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更多在国

内推进改革创新，通过更好地推进创新
宏观调控，优化营商环境，大规模减税
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稳
中有进，这是来之不易的。

“6.3%也是一个有后劲支撑的速
度。”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增长
6.3%，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任务是
6.0%至6.5%之间，6.3%的增速为实现全
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毛盛勇表示，我国经济增长按照新发
展理念，没有刻意去追求增长速度，一方
面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
面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动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上，没有为了保速度而刻意放松政
策，所以现在的增长速度是比较扎实的，
也是有质量的、可持续的，符合新发展理
念，所以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下半年，外部环境可能还比较复
杂，国内还有下行压力，但经济平稳运
行的基本面不会变，国内市场还在不断
壮大，政策储备还有很多空间，这些因
素综合起来都有利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目标。”毛盛勇说。

6月份经济指标有所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季度经济增
速有所放缓，但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在6
月份有所回升。

例如，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比5月份加
快 1.3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 7.1%，比 5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
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8%，比 5 月份加快 1.2 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增长
1.9%，增速比 5 月份加快 1.2 个百分
点。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
农户） 同比增长5.8%，增速比1月份至
5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毛盛勇分析说，6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比 5 月份有所回升，

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汽车销售比较
好，好于预期。这主要是国标由国5转
国6的切换，6月份汽车促销力度加大，
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销售增长超过了
17%，拉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约1.6个百分点。二是6月份网上零售表
现比较好，受“618”促销活动等因素影
响，网上的化妆品类、家电类的销售增
长速度比较快。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加快。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对整个服务业生
产指数的增长又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从工业情况看，与5月份相比，6
月份大多数行业、大多数产品从产量到
增加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6月份出
口交货值也是增长的，这种增长情况合
乎逻辑，相互之间也总体是匹配的。”
毛盛勇说。

毛盛勇分析说，从下一阶段来看，
一方面，这些指标确实还是面临下行压
力；另一方面，支撑它们平稳运行的有
利因素也比较多。比如，市场的活力不
断激发出来，一系列逆周期调节的政策
包括“六稳”的政策逐步落实落地，这
些政策的效果下半年表现会更加明显一
些，都有利于这些指标在下半年保持平
稳。

毛盛勇表示，自去年以来，世界经
济增长包括国际贸易增长都有所放缓，
在这种大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
的增长速度尽管略有放缓，但主要宏观
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这一局面来
之不易。未来，我们仍要更多地保持战
略定力，更多地集中精力聚焦于自身，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如，更多聚焦于
改革和创新，推动产业不断升级；要实
施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主动降低进口关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
等，促进外资外贸的稳定发展，促进经
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迈向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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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7 月 15 日公布
了 6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6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涨幅稳中有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刘建伟介绍，6月份，一二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涨幅与上月相同或回落；一二线
城市二手住宅涨幅回落，三线城
市涨幅微扩。

刘建伟说，6月份，各地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始
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目标，夯实主体责
任，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初步测算，4 个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
别上涨 0.3%、0.3%和 0.5%，北京
下降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持平，上月为上涨0.1%。其
中，北京和广州持平，上海和深圳
均下降 0.1%。31 个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连续3个月相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3%，涨幅比
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35个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上 涨 0.7% ，涨 幅 比 上 月 扩 大
0.1 个百分点。

刘建伟还介绍，一二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涨幅均回落。

初步测算，6月份，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分别上涨4.4%和0.2%，涨
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3个和0.1个
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 11.4%和 7.6%，涨幅比上月分
别回落0.7个和0.5个百分点。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0.9%和
7.9%，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4个和0.3个百分点。

记者梳理表格发现，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与上月相比，仅北京、包头、丹东、宜昌、泸州下降，
下降最多的是宜昌，下降 0.4%，其余均为上涨。上涨最多
的是洛阳，上涨2.5%,呼和浩特和大理上涨1.8%,西安上涨
1.7%。

二手房方面，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要比新房多
很多。有20个城市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下降较多的城市
是宜昌下降0.8%，三亚下降0.7%,青岛下降0.6%。

总体而言，当前全国楼市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毛盛勇今天表示，结合房价、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销
售、开工面积、土地成交等，把这些房地产领域的指标综合
拿到一起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还是平稳的。从
下一阶段来看，一方面城镇化还在继续推进，刚需和改善性
的需求还是有的，这是一个支撑；另一方面，“房住不炒”的
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强调“因城施策”，强调城市政府
主体责任，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下阶段房地产市场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能做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房
地产投资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展望下半年，应该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要珍惜
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不能再走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老
路。同时，应切实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

5月份，银保监会“23号文”对房地产融资乱象进行整
治以来，房企融资收紧信号不断增强。近日，继房地产信托
监管升级后，国家发改委又发文严控房企海外发债用途，即
只能用于“借新还旧”并且是一年内到期的境外债务。

近期部分城市土地市场热度增高，房企高溢价拿地现
象有所发生。尽管属于个别城市的个别现象，但地价上涨
易引发房价上涨预期，增加市场不稳定因素。当前，应警惕
部分房企非理性拿地存在的资金风险，切实防范和化解房
地产领域金融风险。

同时，应该明确的是，楼市调控其实是“双向调控”。楼
市政策“稳”字当头，稳定其实是双向调节，大涨肯定不是稳
定，但暴跌也同样不是稳定。个别城市楼市低迷、价格明显
下降。稳房价既要防猛涨，也要对骤跌有所防范。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图为2019

年6月4日，山东烟台上汽通用东岳基地第500万辆整车驶出生产线。 唐 克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