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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高了还是低了

王思彤

3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预期目标

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

更好结果”。6.5%高了还是低了？我谈点个人看法。

一是去年我国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明显好转。2012

年以来，我国 GDP 始终保持可喜的增长态势，但增速

持续下滑，从 2012 年的 7.9%，一直回落到 2016 年的

6.7%，平均每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2016 年回落速度虽

然有所减慢，但回落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L

型的横筋没有显露上扬迹象。

二是二产增长明显乏力。2016 年全国 GDP 增长

6.7%，只有三产增长 7.8%，增速超过 GDP。回头看往年

资料，2014 年和 2015 年全国 GDP 增长分别增长 7.4%

和 6.9%，二产增速均低于三产，低于 GDP。2013 年二产

增幅（7.8%）还超过 GDP 增幅（7.7%），但增速已经开始

落后于三产（8.3%）。2012 年二三产增速持平。2011 年

二产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而且幅度大于三产，也大于

GDP。2010 年 GDP 依然保持着两位数增长。三产增加

值比重之所以能够在 2015 年超过二产，不是因为三产

的突飞猛进，而是二产的体力不支。

三是外贸形势持续低迷。2016 年，全国货物进出口

总额比上年下降 0.9%。其中，出口下降 1.9%，进口增长

0.6%。回头看，2015 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出口、

进口都是下降的。2014 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2.3%，出口增长 4.9%，进口下降 0.6%，出口形势至少还

是乐观的。2013 年就更好了，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7.6%，出口增长 7.9%，进口增长 7.3%，进出口保持均

衡，出口增幅略高于进口，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四是经济大省表现差强人意。广东、江苏、山东三

省 GDP 之和差不多占全国的 30%，对全国经济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不过，从去年情况看，三省 GDP 增幅与全

国的差距都明显小于 2015 年。广东 GDP 增长 7.5%，仅

比全国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二产、三产分别增长 6.2%

和 9.1%。进出口总额下降 0.8%。江苏 GDP 增长 7.8%，

仅比全国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二产、三产分别增长

7.1%和 9.2%。进出口总额下降 0.7%。山东 GDP 增长

7.6%，仅比全国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二产增长 6.5%，

三产增长 9.3%。进出口总额增长 3.5%，是在 2015 年大

幅度下降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从这三个 GDP 大省情

况看，二产增速低于三产，低于 GDP，已经成为与全国

相同的共性特征。

五是全球经济低迷态势没有好转。“逆全球化”思

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

效应变数较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潜在经济危机

与战争危险增加，和平发展环境面临极大挑战。

其次，定为 6.5%左右而不是以上，说明决策层对

未来局势判断仍不明朗，希望能留有余地，可进可退。

回顾历年全国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发

现，2016 年的提法是 GDP 增长 6.5%- 7%，2015 年的提

法是 GDP 增长 7%左右，2014 年 （李克强） 的提法是

GDP 增长 7.5%左右，2013 年 （温家宝） 的提法是增长

7.5%左右，2012 年的提法是 GDP 增长 7．5%，2010

年、2011 年的提法都是 GDP 增长 8%左右。可见，除

2012 年、2016 年之外，其他年份用的都是左右的提法，

是近几年常用的表述方式。

从各经济大省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

GDP 预期目标情况看，广东是增长 7%以上，江苏是增

长 7%—7.5%，山东是增长 7.5%左右。三省都在调低

GDP 增速。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预期目标只比上年低

0.2 个点左右，已经是就高不就低了。

6.5%的底线能否守住，是对 2017 年中国经济的一

个考验。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2018 年的统计公报能呈现给我们一个较为满

意的答案。

（作者单位：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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