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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２０２０年展望


许宪春　刘瑾钰

摘要：本文以国民经济生产、使用和收入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对

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对２０２０年情况予以展望。２０１９年，中国ＧＤＰ增速呈回落走

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三产业和消费需求分别从生产和需求角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

动作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２０１８年较快增长

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２０１８年有所扩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

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中国ＧＤＰ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创新

驱动政策将会推动新经济新动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减缓传统经济下行压力；投资需求增速与

２０１９年大体持平，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增速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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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中国经

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与此同时，国内消费增速放缓、投资较为乏力、实体经济发展较为困难。在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２０１９年经济表现如何？本文以国民经济生产（供给）、使用（需求）和

收入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对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表现进行分析，为客观把握

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提供依据。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贸易局势持续紧张；国

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这一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对国民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冲击。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下，中

国经济将如何表现？本文基于上述基本框架对２０２０年经济表现进行展望，为判断新的一年中国经

济运行情况，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ＧＤＰ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有所回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经济结构继续改善，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

增长。

（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就是从ＧＤＰ生产①的角度看经济运行，本文重点是从ＧＤＰ及其三次产

业和行业增加值增速的角度看经济运行②。从这一角度看，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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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生产核算就是各行业增加值核算。目前，中国有些行业增加值核算采用生产法，有些行业增加值核算采

用收入法，统称为ＧＤＰ生产核算。

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ＧＤＰ增速都是从生产角度核算的ＧＤＰ增速，没有发布从使用角度核算的 ＧＤＰ增

速，即支出法ＧＤＰ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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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增速呈回落走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三产业对ＧＤＰ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但其增

速回落对ＧＤＰ增速回落也产生主要影响；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

落带动的。

１．ＧＤＰ增速呈回落走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２０１９年，中国 ＧＤＰ增长６．１％①，比

２０１８年回落０．６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６．４％，二季度增长６．２％，三季度增长６．０％，四季度

增长６．０％，一至三季度，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与三季度持平，各季度ＧＤＰ增速都处于年初制

定的预期目标范围之内。从２０１７年一季度至２０１９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均保持在６．０％～７．０％区间，

显示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特点和韧性。

２．第三产业对ＧＤＰ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但其增速回落也对ＧＤＰ增速回落产生主要影响。

２０１９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３．１％、５．７％和６．９％，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最高。

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３．８％、３６．８％和５９．４％，分别拉动ＧＤＰ增长

０．２个、２．２个和３．６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６成，对２０１９年ＧＤＰ增长起主要

拉动作用。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７．１％、７．２％、１８．７％和８．７％，领先于其他行业，

分别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快０．２个、０．３个、１１．８个和１．８个百分点，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起主

要拉动作用（见表１）。

２０１９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均有所回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２０１８

年分别回落０．４个、０．１个和１．１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对ＧＤＰ增速回落产

生主要影响。在第三产业中，除金融业外，所有行业增加值增速比２０１８年都是回落的。其中，回落幅度

最大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从２７．８％回落到１８．７％，回落了９．１个百分点；

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增速分别回落２．２个和１．７个百分点。同时，随着商品房销售

面积增速的下滑，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在２０１８年较低的情况下又回落了０．５个百分点。

在第二产业中，２０１９年工业增加值增长５．７％，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０．４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５．７％，回落０．４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增长５．６％，回升０．８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

值增速的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回落的结果。

３．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分季度看，２０１９年前三

季度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ＧＤＰ增速与三季度持平。其中，一至四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２．７％、３．３％、２．７％和３．４％；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６．１％、５．６％、５．２％和５．８％；第三产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７．０％、７．０％、７．１％和６．６％。显然，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并没有

逐季回落，只有第二产业增速逐季回落。可见，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是第二产业增速逐季回

落带动的。在第二产业中，一至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６．１％、５．６％、５．０％和５．９％，建筑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６．２％、５．１％、６．１％和５．３％（见表１）。显然，前三季度建筑业增速也没有逐季回落，

只有工业增速逐季回落。可见，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增速逐季回落是工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在工

业中，一至四季度制造业增速分别为６．５％、５．５％、４．８％和５．９％，前三季度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

幅度较大，同时，由于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大，所以对工业增速逐季回落的影响较

大。因此，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

表１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全年 四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年

国内生产总值 ６．１ ６．０ ６．０ ６．２ ６．４ ６．７

第一产业 ３．１ ３．４ ２．７ ３．３ ２．７ ３．５

第二产业 ５．７ ５．８ ５．２ ５．６ ６．１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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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续表１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全年 四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年

第三产业 ６．９ ６．６ ７．１ ７．０ ７．０ ８．０

农林牧渔业 ３．２ ３．５ ２．９ ３．４ ２．９ ３．６

工业 ５．７ ５．９ ５．０ ５．６ ６．１ ６．１

制造业 ５．７ ５．９ ４．８ ５．５ ６．５ ６．１

建筑业 ５．６ ５．３ ６．１ ５．１ ６．２ ４．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７ ５．４ ５．５ ６．０ ５．８ ６．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１ ６．３ ７．５ ７．３ ７．３ ８．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３ ６．２ ６．７ ６．４ ６．０ ６．７

金融业 ７．２ ７．０ ６．９ ７．６ ７．１ ４．８

房地产业 ３．０ ２．５ ４．２ ２．５ ２．６ ３．５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８．７ １５．６ １８．１ ２０．１ ２１．２ ２７．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７ ９．９ ８．６ ７．５ ８．５ １０．９

其他服务业 ５．９ ６．０ ６．４ ５．７ ５．５ ７．６

　　

（二）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就是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也就是从

ＧＤＰ使用①角度看经济运行。从这一角度看，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消费需求和投

资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但ＧＤＰ增长仍然主要靠内需拉动，特别是消费

需求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

１．消费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在支出法ＧＤＰ中，消费需求称为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

和政府消费支出。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表明，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８．６％，实际增长５．５％，名义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回落０．７个百分点（见图

１）。这表明，２０１９年支出法ＧＤＰ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②。２０１９年，与政府消

费支出相关的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

回落。这决定了２０１９年政府消费支出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③。

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增速的走势决定了２０１９年消费需求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

２０１９年消费需求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５７．８％，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８．１个百分点；拉动ＧＤＰ增长３．５

个百分点，比２０１８年减少０．８个百分点。

２．投资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在支出法ＧＤＰ中，投资需求称为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和存货变动。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长５．４％，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０．５个百分点

（见图２）。相应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④。

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三大领域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对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走势产生重要影响。２０１９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３．８％，与２０１８年持平；制造业投资增长

３．１％，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６．４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９．９％，比２０１８年上升０．４个百分点。制

造业投资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在低位，是导致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回落的重要原因；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并且增速有所回升，是稳定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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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ＤＰ使用核算就是支出法ＧＤＰ核算，为了与ＧＤＰ生产核算相对应，经常把支出法ＧＤＰ核算称为ＧＤＰ使用

核算。

支出法ＧＤＰ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区别参见许宪春（２０１３）；在ＧＤＰ核算中，各

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和各支出项目增长速度都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速度。

政府消费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区别见许宪春（２０１４）。

支出法ＧＤＰ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投资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区别见许宪春（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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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图２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季度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长率（％）① 季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２０１９年，民间投资增长４．７％，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４．０个百分点。国有控股投资增长６．８％，比２０１８年

回升４．９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对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

有控股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对于稳定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长２．０％，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５．４个百分点（见图３）。相应地，

支出法ＧＤＰ中的存货变动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落②。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的增速走势，决定了２０１９年投资需求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有所回落。

投资需求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３１．２％，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１０．３个百分点；拉动ＧＤＰ增长１．９个百

分点，比２０１８年减少０．８个百分点。

３．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根据海关统计，２０１９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长５．０％，货物进口增

长１．６％，货物贸易顺差比２０１８年扩大２５．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服务贸易逆差较２０１８

年有所收窄。２０１９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２０１８年下降转为增长，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

１１％，比２０１８年回升１８．４个百分点；拉动ＧＤＰ增长０．７个百分点，比２０１８年回升１．２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２０１９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５７．８％和３１．２％，两者合

计，内需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８９％，ＧＤＰ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其中消费需求对ＧＤＰ增长起

主要拉动作用。

（三）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一般是利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及其主要构成部分，即居民可支配总收

入、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增速的角度分析经济运行③。由于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原

因，２０１９年资金流量表在２０２１年才能发布，满足不了当前从收入角度分析经济运行的需要。因此，

本文利用住户调查中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统计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财政

统计中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作为替代性指标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看，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２０１８年较快增长转为下降，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有所回落。

图４是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速走势图。从中可以看

出，不论是名义增速还是实际增速走势都比较平稳。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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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图１中年度数据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季度数据为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长率。

存货变动与存货之间的区别见许宪春（２０１４）。

在中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及其主要构成部分，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总收入

是资金流量表中的重要指标，资金流量表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８．９％，比２０１８年加快０．２个百分点；实际增速为５．８％，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０．７个百分点。从２０１７年

一季度到２０１９年四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在较小的区间内波动，表

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图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和　　　　图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期末产成品存货季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季度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长率

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３．３％，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１３．６个百分

点。如图５所示，２０１９年该项指标持续负增长。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２０１８年较快

增长转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工业产品销售增速回落。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３．８％，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４．８个百分点。二是产品价格涨幅回落。２０１９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０．３％，涨幅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３．８个百分点。三是成本上升。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８４．０８元，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０．１８元。四是钢铁、石化、汽车等重点行

业利润下降拉动作用明显。２０１９年，钢铁、化工、汽车、石油加工行业利润比２０１８年分别下降

３７．６％、２５．６％、１５．９％和４２．５％，合计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７．４个百

分点。

２０１９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３．８％，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２．４个百分点（见图６）。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速回落。２０１９年，经济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

落０．６个百分点，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二是价格涨幅回落。２０１９年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涨幅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３．８个百分点，带动以现价计算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三

是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受经济增速回落、价格涨幅回落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带动工业和

服务业税收增速回落，拉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

（四）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就是运用有关价格指数反映经济运行中的价格变动。从这一角度看，

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２０１８年有所扩大，工业生产者价格由

２０１８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扩大影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实际

增速的走势，工业生产者价格由２０１８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影响了工业企业利润的走势。

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上涨２．９％，涨幅比２０１８年扩大０．８个百分点，低于３％

左右的预期目标。１－１２月，ＣＰＩ同比分别上涨１．７％、１．５％、２．３％、２．５％、２．７％、２．７％、２．８％、

２．８％、３．０％、３．８％、４．５％和４．５％，涨幅呈扩大走势。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ＣＰＩ涨幅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９年，食品价格上涨９．２％，比２０１８年扩大７．４个百分点，影响ＣＰＩ上涨约１．８１个百分点。１－

１２月，食品价格分别上涨１．９％、０．７％、４．１％、６．１％、７．７％、８．３％、９．１％、１０．０％、１１．２％、１５．５％、

１９．１％和１７．４％，涨幅在３－１１月呈明显上升走势，１２月有所回落。猪肉价格上涨是推动食品价格

上涨的主要原因。猪肉价格从３月起快速上涨，１１月涨幅高达１．１倍，全年平均上涨４２．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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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图６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总额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收入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食品价格上涨约５．０４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一半多。年末，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生猪

生产出现积极变化，猪肉供给紧张状况有所缓解。１２月，猪肉价格环比由涨转降，下降５．６％；同比

上涨９７．０％，涨幅比上月回落１３．２个百分点。受消费替代效应影响，其他肉禽价格也上涨较多。全

年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上涨１２．１％和１１．９％，鸡肉和鸭肉价格分别上涨１１．７％和８．１％，受年初天

气条件不利、生产运输成本增加及消费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前三季度，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１８．３％和５．１％，四季度以来，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同比转降且降幅逐月扩大，１２月下降

８．０％。鸡蛋、鲜菜和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涨幅均比上年有所回落；粮食和食用油等其他食品价格

基本平稳（赵茂宏，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ＰＰＩ）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０．３％，涨幅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３．８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０．８％，影响ＰＰＩ下降约０．５７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０．９％，影

响ＰＰＩ上涨约０．２４个百分点。可见，ＰＰＩ下降是由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导致的。２０１９年，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指数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０．７％，涨幅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４．８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的

九大类价格六降三涨。其中，化工原料类价格比２０１８年下降５．２％，降幅最大；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

价格比２０１８年上涨４．２％，涨幅最高。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走势产生了影响。２０１９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加快０．２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落０．７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比２０１８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落

０．７个百分点。显然，由于２０１９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２０１８年扩大了０．８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也

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２０１８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影响了工业企业利润

的走势。２０１９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２０１８年增长１０．３％转为下降３．３％，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由２０１８年上涨３．５％转为下降０．３％是其重要原因。

（五）从结构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结构角度看，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

续改善。

产业结构继续改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２０１９年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为５３．９％，比２０１８年提高０．６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５９．４％，比第二产业高

２２．６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继续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二是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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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１４．４％，比２０１８年提高０．５个百分点，对工

业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三是工业企业利润结构有所改善。２０１９年高技术制造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比２０１８年分别增长４．８％和３．０％，明显好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技术制造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比重比２０１８年分别提高１．２个和１．６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继续改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消费需求继续保持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

２０１９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５７．８％，比投资需求贡献率高２６．６个百分点。其次，消费

结构继续优化，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５０．２％，比２０１８年提高了０．７个百分点（赵同录，

２０２０）。再次，投资结构继续改善。２０１９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１７．３％，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增速高１１．９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１７．７％，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１４．６个

百分点，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３６．４％，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１８．７％，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１８．７％，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８．４％；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增长１６．５％，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增速高１０．０个百分点，其中，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

３３．４％，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增长３１．９％，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２９．１％，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

增长２７．９％。２０１９年，社会领域投资增长１３．２％，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高７．８个百分

点，其中，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分别增长１７．７％和１３．９％（彭永涛，２０２０）。

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

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５．８％，高于人均ＧＤＰ增速０．１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居民收

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９．６％，实际增长６．２％；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７．９％，实际增长５．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高于城镇居民１．７

个百分点，实际增速高于城镇居民１．２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２０１８年的２．６９缩小至２．６４。

（六）从新经济新动能角度看经济运行

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在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９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８．８％，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３．１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８．４％，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２．７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

造业增长１３．５％，新能源产业增长１４．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９．５％。２０１９年，部分工业新

兴产品快速增长，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高温合金、充电桩、城市轨道车辆等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

的新兴产品继续高速增长，增速达到３２．６％～１５５．２％，智能手表、服务机器人、智能手环等智能化消

费产品增速分别为１０１．７％、３８．９％和３６．８％（张卫华，２０２０）。

以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正在快速成长。２０１９

年１－１１月，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１２．０％、１２．４％

和１２．０％，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２．６个、３．０个和２．６个百分点。

２０１９年１－１１月，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２５．７％和１６．６％，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１６．３个和７．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９年是５Ｇ商用元年，

全国开通５Ｇ基站１２．６万个。２０１９年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１２２０亿ＧＢ，比２０１８年增长

７１．６％。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２０１８年增长１９．５％，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１１．５个百

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２０．７％，比２０１８年提高２．３个百分点（杜希双，２０２０）。

二、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展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指出，实现２０２０年预期

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

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这为判断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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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从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看。２０２０年１月的《全球经济展望》发布了世界银行的预测：２０２０年，中国

经济增长５．９％，比２０１９年实际增速低０．２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１．８％，比２０１９年实际增速低

０．５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１．０％，比２０１９年实际增速低０．１个百分点（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２０）。美

国和欧元区是中国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它们的经济增速变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速产生重要影响。

从近些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政策要求出发，考虑到新冠肺炎这一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及地区经济增长走势，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速有

可能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速将比２０１９年同期明显回落，二季度将会比一季度明显

回升，三季度继续回升，四季度趋于稳定，与２０１９年年内经济增速回落的趋势恰好相反；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

（一）从生产角度展望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

从生产角度，本文从两个方面对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进行判断：第一个方面是新经济新动能。前面

已经指出，２０１９年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对于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起到了重要作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

和技改投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

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

强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

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可以预期，

在有关创新驱动政策的推动下，新经济新动能在２０２０年仍然会保持较快增长。

第二个方面是传统经济。传统经济增速仍然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对整体经济增速的影响较

大。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

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大力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要依靠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以上一系列政策措

施将会起到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作用。

（二）从需求角度展望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民生导向，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切实增加有效投

资，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

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从需求角度判断，

２０２０年，消费需求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回落，回落幅度有限；投资需求增速与２０１９年大体持平；净

出口需求增速有所回落。

居民消费需求在全部消费需求中占比大，居民消费需求增速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需求

增速的走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增速的变动产生较大影响。从近几年的

情况看，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上升，往往会拉动次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速上升；上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回落，往往会拉动次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回落。从本文第一部分可知，

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加快０．２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比２０１８年回落

０．７个百分点。同时，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推动消费稳定增长，释放国内市场需

求潜力的政策要求，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消费需求增速有可能比２０１９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有限。

如前所述，２０１９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在低位，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产生了向下拉动作用，

国有控股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对于稳定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起到了重要作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

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

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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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要扎实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落实长江

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

能力。”据此判断，２０２０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会有所回升，国有控股投资将会保持增长势头，对于

稳定２０２０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起到重要作用。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

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

市场。要降低关税总水平。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推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健全‘一

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上述一系列政策要求对于稳定货物和服务出口具有重要作用。

（三）从新冠肺炎影响的角度展望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广泛蔓延，对全国各地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对

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由于新冠肺炎还在持续，目前准确判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还很困难。现有研究大多参照非典型肺炎对２００３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判断新冠肺炎对２０２０年

经济增长的影响。２００３年非典型肺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季度。２００３年一至四季度

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１１．１％、９．１％、１０％和１０％，二季度经济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低１．５

个百分点。按照２００２年二季度ＧＤＰ占全年ＧＤＰ的比重粗略推算，二季度经济增速的回落对２００３

年全年经济增速的影响大约在０．４个百分点左右。从全年看，受非典型肺炎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产

业，其增加值增长９．５％，比２００２年减缓１．０个百分点。按照２００２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

重粗略推算，第三产业增速回落对２００３年经济增速的影响也大约在０．４个百分点左右。

然而在参照非典型肺炎研究新冠肺炎对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两次肺炎

发生的国际国内经济增长背景的差异：一是新冠肺炎与２００３年非典型肺炎发生的世界经济增长背

景不同。非典型肺炎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速上行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１．９５％、

２．１８％、２．９６％和４．４０％①，呈明显的上升走势。同时，中国刚刚加入 ＷＴＯ，中国货物出口迅速增

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速始终保持在２０％以上，其

中，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均增速为３５％，非典型肺炎对货物出口的影响很快得到弥补。本次新冠肺炎

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长下行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３．１１％、２．９７％和２．４％②，逐年

下降，加上持续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货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速分别为１１％、７％和５％，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新冠肺炎

对货物出口的影响不容易迅速弥补。二是国内经济增长背景不同。非典型肺炎发生在中国经济增

长上升期，随后呈现出持续５年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２００３年１０％、２００４年１０．１％、２００５年

１１．４％、２００６年１２．７％、２００７年１４．２％）。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尤其是投资需求保持快速增

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保持２０％以上。这次新冠肺炎发生

在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６．９％、６．７％和６．１％，增速逐年回落。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速在明显放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增速分别为７．２％、５．９％和５．４％。新冠肺炎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

弥补。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２００３年非典型肺炎，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具

有有利条件。首先，中国政府控制这次新冠肺炎的措施迅速而严厉，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短于非典

型肺炎，２０２０年中国政府具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与空间采取逆周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恢复经济；其

次，２０１９年中国ＧＤＰ总量已经接近１００万亿元，２００３年时仅有１３．７万亿元，当前抵御这次新冠肺

炎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再次，目前中国新经济新动能正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显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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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世界经济增速年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世界经济增速年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增速年度数据来源于《全球

经济展望》（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化，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购物，从业者可以选择居家办公，诸如此类的线上行为，会给新冠肺炎

造成的线下销售减少与工作不便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这次新冠肺炎对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非典型肺炎对２００３年

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影响表现在一季度，二季度的影响会明显减弱，三季度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

经济增速会出现反弹，四季度将保持平稳增长。所以，２０２０年年内中国经济增长会与２０１９年表现出

相反的趋势，即回升的趋势。因此，对这次新冠肺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必过于悲观，但要高度重

视，妥善应对，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四）从收入角度展望２０２０年各类经济主体收入增长情况

从收入角度判断，２０２０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

经济增速和有关民生方面的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重要影响。２０２０年经济增速回落将对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产生向下拉动作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巩固和拓

展减税降费成效”“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要强化民生导向”“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持续改

善人民生活”。这些政策要求将促进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２０２０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有限。

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营业

收入增速回落。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将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带动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回落。二是产品价格涨幅回落。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将继续位于下降区间，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回落。三是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效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这些政策将有利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回升。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因素，２０２０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不会很大。

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经济增速

回落。根据前面的判断，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从而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速回落。二是价格涨幅回落。根据前面的判断，２０２０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将继续位于

下降区间，带动以现价计算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三是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受经济增

速回落、生产者价格涨幅回落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带动税收增速回落，拉动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

三、主要结论

２０１９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继续改善，新经济新动能迅速成

长，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本文以国民经济生产、使用和收入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分析２０１９年

经济运行情况。从生产角度看，２０１９年中国ＧＤＰ增速呈回落走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

三产业对ＧＤＰ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但其增速回落也对ＧＤＰ增速回落产生了主要影响；前三季度

ＧＤＰ增速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从需求角度看，２０１９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增速均有所回落，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

上升。但ＧＤＰ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特别是消费需求对ＧＤＰ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从收入角度看，

２０１９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２０１８年较快增长转为

下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有所回落。从价格角度看，２０１９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２０１８年有所

扩大，工业生产者价格由２０１８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导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２１—



收入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也出现了相

反的走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２０１８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影响了工业企业利润的走势。从结构角

度看，２０１９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从新经济新动能角度看，高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在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对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展望。从生产角度判断，创新驱动等方面经济政策将

会推动新经济新动能在２０２０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从需求角度判断，

消费需求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回落，回落幅度有限；投资需求增速与２０１９年大体持平；净出口需求

增速有所回落。综合生产、需求和新冠肺炎的影响，初步判断，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比２０１９

年有所回落，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速将比２０１９年同期明显回落，二季度会比一季度明显回升，三季度

继续回升，四季度趋于稳定。所以，２０２０年年内中国经济增长会与２０１９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即回

升的趋势。从收入角度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速均可能会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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