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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11年全国GDP增速放缓
总值47.1万亿；国家统计局表示国民经济仍在正常增长区间，中国中长期发展基本格局未变

■ 专家分析

“今年GDP增长约8.6%”

关键词 CPI

物价走势
将“探底慢回”

本报讯 去年，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 471564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2%。2011年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
数据，去年第四季度GDP增
幅仅为8.9%。

宏 观 调 控 见 效
GDP增速放缓

数据显示，经初步测算，
去 年 GDP 比 上 年 增 长
9.2%。分季度看，一季度同
比 增 长 9.7% ，二 季 度 增 长
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
度增长 8.9%。GDP 涨幅出
现逐季回落的态势。

对 此 马 建 堂 认 为 ，

2011 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
了平稳较快发展，物价又逐
步趋稳，非常不容易。GDP
的逐季回落，有主动调控的
因素在内。从中长期看，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
是 7%，中央更加强调转变
方式，调 整 经 济 结 构 。 从
当时的经济情况看，中央
把控制物价摆在宏观调控
的首要位置，所以采取了
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随
着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逐
步见效，经济增速也会逐
步回落。

同时，尽管GDP的增速
在逐季回落，即便就第四季
度看，8.9%的增速仍在一个
正常区间。如果 GDP 能够
保持 8.5%-9%的增速，物价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结
构调整的力度比较大，很可
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宏观经
济格局。

马建堂认为，从数据看，
国民经济仍在正常增长区
间，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基本
格局没有变化。

投资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最高

中国经济尚未改变依靠
投资拉动的格局。去年经济
增 长 ，投 资 贡 献 率 达 到
54.2%，依然是中国经济的首
要拉动力量。另外，消费贡
献率是51.6%，净出口贡献率
为－5.8%。

对于 2012 年的情况预

测，马建堂认为，当前的国际
环境比较严峻，主要表现在
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
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
造成今年经济运行的外部环
境非常严峻。

从国内看，2012 年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难度
增大，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
力仍然存在，部分小微企业
资金紧张，生 产 经 营 仍 然
困难。

马建堂表示，今年要保
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
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
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
三者关系，努力实现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表示，去年全年 GDP
增长9.2%，四季度GDP同比
增长 8.9%，较三季度 9.1%进
一步下降，显示经济增长的
势头仍在继续减弱。去年四
个季度经济增速逐季放缓，
主要反映了欧债危机背景下

的外需放缓和前期控通胀背
景下的宏观政策紧缩共同导
致的总需求增长放缓。

彭文生分析 2012 年的
经济形势称，欧债危机呈恶
化态势，外需和出口增速暂
时难以好转，继续下行的风
险较大；同时，国内房地产调

控短期不会放松，因此房地
产投资将进一步放缓。但支
撑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存
在，宏观政策已经出现拐点，
随着国内通胀压力的显著缓
解，未来政策放松的空间将
更大。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

析师李慧勇判断，今年全
年 GDP 增长约为 8.6%，前
低后高，第二季度是全年低
点。今年房地产产业链调
整、出口产业链调整将导致
经济向下，十二五项目加快
施工将成为稳定经济增长
的主要力量。

物价今年继续回落
已成为共识。

对于 2012 年的物价
形势，国家统计局局长
马建堂表示，统计机构
一般不会预测数据，但很
多专家认为，2012年的物
价涨幅仍然在 4%左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鲁政委称，今年 1月
CPI 受春节影响可能小
幅反弹至 4.3%附近。2
月将继续回落，很可能跌
破4.0%。今年全年CPI可
能在 2.5%-3.0%之间，月
度呈现“探底慢回”态势，
低点在 7-10月份间的可
能性较大；低点绝对水平

可能回落到2%以下。
鲁政委同时认为，

明年食品价格下行压力
较大。

中国经济信息网首
席经济师梁优彩表示，今
年保经济增长应该是首
要任务，通胀并不是主要
矛盾。他预测全年 CPI
涨幅大概在 4%左右，如
果太低，建议国家尽快出
台价格改革政策，使通货
膨 胀 有 一 定 的 上 升 区
间。中国通货膨胀如果
太低也非常不好，通胀紧
缩对经济破坏性也很大，
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
和适度的通货膨胀。

■

焦
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
5.4%。其中，城市上涨 5.3%，农村上涨
5.8%。分类别看，食品上涨11.8%，居住上
涨5.3%，烟酒及日用品上涨2.8%，衣着上
涨2.1%。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
达到高点6.5%后，涨幅连续回落。

第一产业

47712亿元

第三产业

203260亿元

第二产业

220592亿元

全年471564亿元
一季度

9.7%

二季度

9.5%

三季度

9.1%

四季度

8.9%

全年城乡居民收入

21810元

6977元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2049元

外出农民工
月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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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工资里的中位数、
众数及基尼系数这几个数
据，我们在多年的统计数据
中都没有见到，这几个数据
是因为不好统计还是因为不
太方便公布呢？如果想要公
布，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
长）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
学家 1912 年提出的一个经
济学的概念，用来反映收入
分配的差异程度，但是严格
讲它不是一个统计指标，它
是经济学家依据统计机构提

供的基础数据计算出来的，
不同的经济学家，不同的研
究机构，同样的基础数据，计
算的结论恐怕还不一样。

统计局从 2000 年起，一
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的
基尼系数。2011年中国农村
居民的基尼系数是 0.3897。
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
有发布，为什么没有发布？
我们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
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
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
的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

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
真实的收入信息，这样一来，
依据我们现有资料计算的结
果，我们评估了以后，感觉到
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

全国居民统一的基尼系
数，它的计算需要一个基础
的条件，就是要推动城乡住
户调查的一体化，先取得全
国统一的居民可比的收入，
这是计算基尼系数的一个基
础条件。

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
城乡住户调查的一体化现在

已经开始，到 2013年我们就
能正式对社会提供全国统一
的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到
时候我们国家统计局内部的
研究机构，就会根据统一的
居民的分层收入数据计算全
国的基尼系数。

但我还要强调，基尼系
数不是统计指标，是依据基
础数据计算出来的一个指
标。如果我们认真评估以
后，感觉这个计算出来的基
尼系数是可信的，我们就会
将它发布。

“难获高收入者信息 未公布基尼系数”
马建堂表示，依据现有资料计算结果，感觉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 热点实录

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26.1%
去年房地产投资增长27.9%；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关键词 房地产

房地产仍是经济正推动力
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1740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7.9%（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20.0%），增速比上年回落5.3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
积109946万平方米，增长4.9%，增速比前三季度回落8.0个百分点，比上年回
落5.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3.9%，分别回落8.2和4.4个百分点。

“调控见明显成效”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
堂昨日表示，中央政府的房
地产调控应该说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投机
性、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得到
了有效的抑制，房地产价格
尤其是一线城市、重点城
市、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
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出
现了下降。

马建堂说，房地产的主
要指标都有两个共同的特
点，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还
是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销
售金额，都呈现2011年的增
幅比 2010 年的增幅有比较
多的回落，这意味着宏观调
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同
时，尽管这些主要指标在回

落，但依然是正增长，房地
产投资 2011 年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20%，商品房
销售面积增长4.9%。

这就是说，房地产调控
一方面取得了成效，另外一
方面依然对中国经济是一
个正的推动力量。

“房价跌幅将扩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唐建伟昨日
分析，由于目前房地产调控
政策刚开始起效，政府仍将
继续实施限购限贷等调控
政策，不会轻易放松调控。
在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
信贷收缩，房地产销售乏
力，企业回笼资金难度加大
等影响下，房地产行业资金
来源紧张。未来商品房市

场将进一步走弱，销售将继
续疲软，房价下跌范围和幅
度将进一步扩大，有的地区
可能下跌20%-30%。

2012 年保障房建设资
金来源应该会基本得到保
证，从而对房地产投资形成
一定支撑。

“挽救首次置业刚需”

链家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月认为，今年在房价合
理回归的目标下，房价仍
将继续下行，但当前实体
经济出现萎缩风险，房地
产过于低迷可能引发的上
下游众多产业链波动，因
此预计政策上会对首套置
业 的 刚 性 需 求 进 行“ 挽
救”，2012 年房价稳中有降
将是主旋律。

关键词 人口

城镇人口6.9亿首超农村
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4735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69079万人，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是我国城镇人口首
次超过农村人口。

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周
天勇表示，城镇人口超过农
村人口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
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
移，明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
将会更大，超过 70%的比例

才算基本完成城镇化。
周天勇表示，城镇化使

大量劳动力的效率提高，农
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农业
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条件。
此外，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
移时，需要盖房、修路、建医

院等配套设施，同时生活和
消费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有
助于扩大内需。

周天勇同时指出，在推
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解决转
移人口的居住、工作、社会保
障、医疗卫生和养老等问题。

关键词 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4%
去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实际增长11.4%。

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
心主任刘煜辉指出，扣除价
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 8.4%，落后
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这
意味着家庭收入在经济总量

中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依然
没有得到逆转。这一现状将
影响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
力，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因此应当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

时国家财政支出应当加大对
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领域
的投入，解决居民消费的后
顾之忧。此外，还降低企业
税负，企业利润增长将带动
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

应先按现有数据公布基尼系数，以后再修
正，GDP等统计数据都是这样处理的。不能以
数据不准为由，拒绝公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目前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较大。由于制
度不健全或缺陷导致产生灰色收入，灰色收入
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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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粮食总产量

57121万吨 增长4.5%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301933亿元 实增1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1226亿元 实增11.6%

全年进出口总额

36421亿美元 增长22.5%

总人口

134735万人

69079万人

65656万人

乡村人口

城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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