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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西快东慢

从经济数据来看，
西部地区 GDP 增速以
及投资增速明显高出
东 部 ，对 此 经 济 学 家
认 为 ，中 西 部 发 展 应
避免不可持续性的经
济结构。

从 29 个省份的数据来
看，经济增速呈现出“西高
东低”的态势。在GDP增速
超过 12%的 10 个省份中，仅
天津为东部地区，增速达到
14.1%，领跑全国；其余省份
均为中西部，其中重庆、贵
州的增速为 14%，分别位列
29 个省份的二三位。进入
GDP 增速前 10 名的还包括
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区。

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地区
的增速则较为惨淡。根据国
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全
国上半年GDP增速为7.8%，
29个省份中只有广东、浙江、
上海、北京四个省市的GDP
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上海、北京以7.2%垫底。

“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发
展阶段不同，西部仍处于资
本积累阶段，投资占比高，
第二产业占比高，东部此前
也经历了这个过程。相比于
西部，现在东部更多的转向
第三产业，投资速度也出现
下降。”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
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
称，东部在过去三十年的发
展中已经出现压力和弊端，
自身开始进行主动调整，同
时由于外向型程度较高，今
年上半年受到了外需不振
的冲击。因此增速放缓。
而西部地区增速较快主要
还是依靠投资，未来东中西
部的增速落差还会持续相
当长的时间。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东
部 地 区 投 资 比 上 年 增 长
21.3%，中部地区增长28.8%，
西部地区增长29.2%。

“中西部增长依赖投资
有其合理性，但高投资率是
要付出代价的，在此过程
中，中西部发展要以东部为
戒，避免不可持续性的经济
结构。”王军说。

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相比去年，今年各
地GDP增速明显放缓，
有 4 个省区市的 GDP
增速低于8%，而去年没
有一个省区市的 GDP

增速低于这个数字。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各
地的经济增速与去年同期
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2011 年 31 个省区市上半年
经济数据中，仅有浙江、上
海、北京三个省市的GDP增
速低于 10%，没有 GDP 增速
低于8%的省份；而在今年29
个省区市中上半年 GDP 增
速低于10%的达到9个，其中
4 个省市的经济增速低于
8%。去年天津、重庆、西藏等
5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速高于
15%，今年领跑全国的天津，
其经济增速也仅为14.1%。

“这次经济下滑非常复
杂，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下滑的原因既有短期经济
周期性调整，也有中长期趋
势性下滑的因素，同时经济
的内在结构存在缺陷。”王
军认为经济下滑是多重因
素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结果。

对于短期因素，王军表
示，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主
动收缩，基础设施建设跟房
地产投资出现明显降低，带
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同
时，包括欧债危机在内的外
围市场动荡，造成外需不振。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称，中国加入 WTO
后的红利已经释放，劳动力
供给趋势性紧张，同时房地
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利润空
间。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潜
在增长率正在放缓。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放缓是很多经济学家的普
遍看法。刘煜辉认为，中国
经济过去的优势和红利都
在衰减，要素成本趋贵，而
经济模式尚未转换。

王军说，中国经济出现
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正在
告别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阶
段，进入 7%-9%的中速增长
阶段。预计今后每隔10年左
右经济都会回调1-2个百分
点。在中长期找到新的增长
点前，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会持
续下降，经济放缓不可避免。

结构调整正是时机？

8年来经济增速目
标首次破八，其背后是
经济内在结构存在缺
陷 ，需 要 进 行 结 构 调
整。“半年报”也印证了
这一结论。

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
率的下滑，高层也早有共
识。此前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目标是增长7.5%，也是8年
来经济增速目标首次破八。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调
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
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王军称，中国经济的内
在结构存在缺陷，改革30年
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投
资和消费结构失衡；产业结
构失衡，第三产业偏低，第
二产业偏高；内需和外需结
构也不合理。此外，城乡发
展、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等
不合理。这种结构目前已
经难以为继。

实际上从数据来看，东
部和一线城市的结构在今
年上半年有了一定的改善，
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
市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达 到
75%，领先全国；上海的此项
指标也超过60%。

但上半年投资项目的
审批又开始加快，央行此前
一个月内两次加息，多项刺
激措施有所抬头，面对上半
年经济的过快下滑，政策有
些hold不住。

“经济增速过快肯定不
利于结构调整，但像现在这
样增速大幅度下滑，企业效
益大幅滑坡，也不利于结构
的调整。结构调整在经济
增速相对平缓和稳定的状
态下最有利。”王军认为，目
前稳增长是基础，但稳增长
的措施也要兼顾结构调整，
不能为了稳增长牺牲结构，
使结构更加恶化。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分析认为，目前是经济结
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政策转
向稳增长，但不太可能再次
出台类似“四万亿”那样大
规模的刺激措施。在此背
景下，部分产业和行业仍将
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
调整的压力，特别是部分产
能过剩行业很可能将面临
淘汰和产业升级的问题。

“中长期我国经济增长
将呈现逐步放缓的态势，如
能深化改革，改善经济结
构，将有助于控制潜在增长
率的下降速度。”彭文生说。

刘煜辉表示，稳增长不
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有的讲
求速度，有的人则认为结构
性改革能更快更好地稳增
长。“结构调整过程就是经
济减速的过程，经济换个
发动机。西方国家经济增
速比我们低很多，并不是
速度低经济就差，而是处
于不同的阶段，中国也在
向 着 经 济 的 更 高 阶 段 发
展。”刘煜辉说。

新京报记者 李蕾

29省份“半年报”出炉“西高东低”增速放缓
各省区市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明显下滑，GDP增速前10省份中西部占9个

除GDP的数据外，各地也陆
续公布了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数据。截至目前，已经
有 29 个省区市公布了居民可支
配收入。其中上海最高，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为 20689 元，但其
增速垫底，仅为 8.6%。

从增长速度来看，宁夏最
快 ，上 半 年 居 民 收 入 增 速 为
14.4%，安徽、陕西、云南次之。
上半年各地的居民收入增速集
中在 11%-14.4%之间，与 GDP 增
速基本持平或略高。

“居民收入增速应当显著高
于经济增速，居民收入提上去
了，即使投资下滑经济也没问
题。所谓调结构，就是投资下
降，同时保障家庭收入，使其增
速能够显著高于GDP增速，这样
整个经济数据就会很稳定。”刘
煜辉表示。

刘煜辉认为在经济下滑的
同时，政府仍有减税空间。他
说，政府应节约开支，减少产业
政策、区域政策中那些效率低下
的财政补贴。

摩根大通此前表示，在经济
下滑的情况下，政府应考虑退税
或免税政策以促进企业的投资
活动。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周期
性问题，也可在避免出现新一轮
政府触发的投资热潮的同时解
决结构性问题。

新京报记者 李蕾

■ 延展

居民收入与
GDP增速持平

截至昨日，除黑龙江和西藏外，29个省区市上
半年经济数据全部“出炉”。数据显示，地方经济
增速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放缓。在经济增速方
面，西快东慢的格局仍在延续，且愈发明显，GDP增
速低于全国7.8%水平的4个省份全部来自东部。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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