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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网上零售拉动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

“两加快”即工业和服务业
增长加快、市场销售加快。 付
凌晖介绍，在工业方面，11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2%， 增速比上月加快
1.5 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3 个行业增
速比上月加快，占到全部行业
八成左右。 从主要产品来看，
从统计的 500 多种主要工业
产品当中，有六成以上增速比
上月加快。 在服务业方面，11
月份 服 务业 生产 指数 增 长
6.8%，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
点，多数服务业行业增长也都
比上月加快。

同时，市场销售加快。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8%，比上个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 在统计的 18 大类
商品类别当中， 有 14 类比上
月加快，占到全部商品的七成
以上。 付凌晖指出，市场销售
的加快和 11 月份网上零售增
长有很大关系。 11 月份网上
零售的当月增速比上月明显
加快，对拉动当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的数
据，1-11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
额 9495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6%， 增速比 1-10 月份提
高 0.2 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就业
有望达到1300万人以上
市场经贸预期改善

“两稳定” 即就业形势保

持稳定和外贸外资增长保持
稳定。 付凌晖介绍， 前 11 个
月， 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1279
万人，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
预期目标。 从全年来看，新增
就业水平有望达到 1300 万人
以上，将是连续 7 年新增就业
达到 1300 万。 从调查失业率
来看，11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是 5.1%，与上月持平，其
中 25 岁到 59 岁就业主体的
调查失业率是 4.6%， 也与上
月持平，就业保持稳定。

在外贸外资方面， 前 11
个 月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了
2.4%，其中出口增长 4.5%，与
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进出口
总额增长 7.7%， 与东盟国家
进出口总额增长 12.7%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
增长达到 9.9%， 外贸增长的
形势稳定。 从外资情况来看，
前 11 个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
增长 6%， 其中高技术产业利
用外资增长接近 30%，外资外
贸保持稳定。

经济结构和市场预期改善
全年增长目标有望实现

�“两改善”即经济结构继
续改善和市场预期改善。付凌
晖指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继续增强，无论是投资还是
市场销售的增速都快于出口
增速。 在内需当中，消费增长
又继续快于投资增长，内需结
构在继续优化。从产业结构来
看，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和
装备制造业当月增长分别是
8.9%和 8.5%，都明显快于规
模以上工业的增长；服务业当

中的现代服务业， 如信息技
术、软件传输业、商务及租赁
服务业，增长都快于全部服务
业生产指数增长。

此外， 市场预期也在改
善。 11 月份制造业 PMI 的指
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在连续几个月
低于临界点之后首次回升，达
到荣枯线以上。 非制造业的
PMI 是 54.4%， 服务业 PMI
的指数是 53.5%，都是比上月
明显回升。

付凌晖表示，从上述情况
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保持了总
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这充分体现出在国际环境
复杂严峻的条件下，中国经济
确实具有强大的韧性、潜力和
回旋空间，也说明了中国经济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
势没有改变。 当然也要看到，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趋缓，
经贸压力增长的势头和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多。国
内经济还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坚期、 攻关期。 结构
性、体制性、周期性的问题相
互交织，经济运行还是存在下
行压力，下阶段还是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
步做好“六稳”工作，推动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付凌晖指出， 前三季度
GDP 增长 6.2%，从四季度的
情况来看，11 月份主要指标
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预计实
现全年预期增长目标应该是
有基础、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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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1 月份，工业、服务
业增速有所回升， 市场销售增
速加快。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介绍， 一系列政策效
应持续释放， 经济运行出现积
极变化， 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
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从生产来看，11 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
增长 6.2%， 比上月加快 1.5 个
百分点；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上月上
升 0.2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
11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8%，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时隔 4 个月重返
8%的平台。

付凌晖介绍，11 月份，八成
的行业和六成左右的产品产量
增长都在加快，工业领域新的增
长动能在积聚。市场销售的加快
和网上零售增长有很大关系，11
月份网上零售增速比上月明显
加快，对拉动当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 就业仍保持平
稳。 1至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1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116.3%。 11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1%，与上月持平。

此外，经济结构继续改善。
付凌晖分析， 内需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继续增强， 无论是投资
还是市场销售的增速都快于出
口增速。 在内需当中，消费的增
长又继续快于投资的增长，内
需结构继续优化。 从产业结构
来看， 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
和装备制造业当月增长分别达

到 8.9%和 8.5%，明显快于规模
以上工业的增长； 服务业当中
的现代服务业增速较快。

此前发布的先行指标也显
示市场预期有所改善。11月份，
中国 制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 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在连续 6 个月低
于 50%的临界点后， 再次回到
扩张区间。

�“从这些情况来看，经济运
行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的发展态势。 这充分体现出在
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的条件下，
中国经济确实具有强大的韧
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也说明了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
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付凌晖
说。

当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
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不少挑战。
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
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
续放缓， 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
后的深度调整期， 世界大变局
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
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11 月份主要指标出现了
一些积极变化， 实现全年预期
增长目标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但当前国际环境还比较复杂，
经济运行还存在下行压力。 ”付
凌晖说，下阶段，要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贯彻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
署，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 16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11 月份，70 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稳
中有落，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
涨的城市数量继续减少， 下降
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专家分
析，“房住不炒” 定位下， 抑制
炒、支持住，各地全面落实因城
施策， 房地产市场发展表现平
稳。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
11 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有所
回落，31 个二线城市和 35 个
三线城市涨幅分别为 0.2%和
0.5%，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3
和 0.1 个百分点。 4 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涨 0.6%， 涨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11 月份，各地坚持‘房住
不炒’定位，一城一策、因城施
策，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

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
的手段， 保障了房地产市场总
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
席统计师孔鹏说。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方面，
一线城市环比上涨 0.2%，涨幅
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其
中，北京和广州分别下降 0.4%
和 0.2%，上海持平，深圳上涨
1.4%。 31 个二线城市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涨幅
与上月相同；35 个三线城市二
手 住 宅销 售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3%，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
百分点。

中国指数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黄瑜分析认为， 二三线城市
新房价格累计涨幅延续回落态
势，尤其是前期价格上涨较快、
人口支撑力弱的城市调整压力
显现。 一线城市则在供需改善
和低基数的影响下累计涨幅小
幅提升。

黄瑜说， 受新房供应规模
增加的影响， 二手房市场买方
议价空间加大， 二手房价格出
现平稳态势。

比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商
品房销售数据，11 月份商品住
宅销售面积为 13672 万平方
米，比 10 月份的 12483 万平方
米增加近 10%， 但比 9 月份的
15240 万 平 方 米 下 降 超 过
10%。

记者走访天津、 杭州等多
地楼市发现， 房价有温和降温
趋势。 黄瑜分析，在“房住不炒”
的政策基调下，2019 年房地产
调控效果显现， 多数热点城市
新建楼盘价格涨幅有所回落。
成交方面， 一线城市中低价位
楼盘销售金额占比提升， 二三
线城市居民置换需求不减，改
善型需求继续稳步释放。

�统计数据同时显示，70 个
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

涨的城市数量继续减少， 下降
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楼市趋
稳态势更为明显。从环比看，11
月份，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的城市数量为 44 个，比上
月减少 6 个；下跌的城市有 21
个，比上月多 4 个；5 个城市房
价环比持平，比上月多 2 个。 其
中， 环比最高增幅为银川和唐
山的 1.9%；最大降幅为乌鲁木
齐的 -0.9%。

同比方面， 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二三线城
市涨幅分别连续 7 个月和 8
个月相同或回落。 呼和浩特以
17.1%的同比涨幅领涨全国，
岳阳以 -1.8%领跌。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重申坚持“房住不炒”定
位， 全面落实因城施策， 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
调控机制，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同时，还提出“加
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
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等举措，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内涵更加丰富。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李超说， 明年的房地产政策重
在体现“三个稳”，房地产市场
发展以“稳”为主，防止出现房
价大起大落和地价大起大落。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
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中央
坚定决心和保持定力是解决房
地产问题的关键。“房住不炒”
既抑制炒，又支持住，保护居民
的住房刚性需求、 改善性需求
和新市民的住房需求。“因城施
策” 的要义是目标相同和方法
差异的统一。 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 政府调控精准发力连
同制度改革深化共促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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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1月中国经济呈现
“两加快、两稳定、两改善”态势

因城施策，“稳”字当头
———透视11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走势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6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介绍了 11 月份我国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 付凌晖表示，11 月份，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 ，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经济运行出现了积
极变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 从主要的指标来看 ，呈现出 “两加快 ”、“两稳定 ”、
“两改善”的特点。 这表明中国经济确实具有强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他预计，实现全年预期增长目标是
有基础、有条件的。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解读 11月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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