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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半年报看中国经济的韧性
王思彤

7 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如期发布了 2019 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给出了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

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的总体判断。

随后，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用了“韧性”这个词来形容

当前的中国经济。

《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产业基础实，经济韧性

强》，认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断健全的产业链，丰富的

人力资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持续提升的创新能

力，所有这些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

力；央广网用的标题是《经济回旋余地大、韧性强》，认

为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有着足够的抗风险手段和政

策空间，经济行稳致远，回旋余地大，韧性十足；中国经

济网用的标题是《专家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中有

进，展现强大韧性》，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

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

大背景下 , 这份数据报告呈现出的厚度与韧性 , 充分

展现出中国经济面对风险挑战 ,“扛得住”、“走得稳”

的特质。

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国家统计局关于上半年经济

形势的十多篇系列解读报告中，只有《赵同录：上半年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用了一次“韧性”这个词。

这说明，“韧性”这个词，并没有成为国家统计局官方

的必选和首选用语。

在物理学上，韧性指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产生变形

而不易折断的性质，用来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

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

的可能性越小。韧性与构成物体的材料有关，韧性的

材料比较柔软，它的拉伸断裂伸长率、抗冲击强度较

大；而刚性材料的硬度、拉伸强度较大，断裂伸长率和

冲击强度就可能低一些。韧性与刚性看起来是一对矛

盾，但二者也是可以调和的，即在韧性材料中增强刚

性，在刚性材料中增强韧性，从而实现抗冲击强度和拉

伸强度的双提高。

经济韧性是指在面临外部和内部各种环境的变化

下，国家能及时灵活调整政策，有能力防范经济出现大

起大伏，避免硬着陆。面对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使用韧性这个词。2014 年

11 月 9 日，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开幕式上，指出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

力支撑。今年 6 月 28 日，习总书记在大阪举行的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又强调，要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

韧性，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判断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具有韧性，首先还是离不

开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用

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就是12 个字：合理区间，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具体地说，就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所

说的四个三，即：一是三次产业持续发展。夏粮总产量

和历史上最高产的 2017 年持平；工业增长基本平稳，

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二是消费、投资、进出口

“三驾马车”运行平稳。三是就业、物价、居民收入三

大民生表现较好。四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

三个结构也在继续优化。

其次，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具有韧性，还要看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和未来的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

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

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 70 万、80 万和 90 万亿

元大关，按不变价计算，1979—2018 年年均增长 9.4%，

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 左右的年均增速。

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起

大落，当前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剧烈冲击仍能保持稳

定态势，未来也有较好的预期和以“六个稳”为代表

的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说明中国经济的确是有韧性

的，是能够行稳致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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