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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统计局等机构近期发布的 2017 年上半年各项经济

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新发展理念正在逐步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呈现出增

长平稳、就业向好、物价稳定、供给质量与效益提升、需求结构优化

的良好格局,发展绩效全面超出国内外各界预期,为完成全年目标并

争取更好的结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声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发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

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论文》。 



从宏观经济总量层面看,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

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在经济增长速率上,2017 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6.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0.2个百分点,也是 2015年第四季

度以来的最高值。截至今年第二季度,GDP 增速已连续八个季度稳定

在 6.7%-6.9%的中高速区间,这表明中国经济波动已经趋于平稳化,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的向好局面得到巩固。从就业、物价等其

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看,“稳中有进”同样是主基调:上半年城镇新

增就业同比多增 1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三分之二强;6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已经连续两个月保持在 5%以下;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4%,涨幅与一季度持平,核心 CPI 同比涨幅 2.1%,PPI 同比上涨 

6.6%,既遏制了通货紧缩势头,又不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供给侧做进一步考察,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抓手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了显著进展。在去产能方面,截至 2017 年 5 月末,钢

铁、煤炭去产能完成当年任务的 84.8%和 65%;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 76.4%,比上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在去库存方面,6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9.6%,降幅比 3 月末扩大 3.2 个百

分点。在去杠杆方面,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的测算,2017 

年第一季度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由 2016 年末的 234.2%升至

237.5%,上升趋势比较平稳;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则有所回落,2017 年

第一季度末较 2016 年末下降约 1 个百分点,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

在降成本方面,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2017 年 1-5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5.62 元,同比减少 

0.04 元。在补短板方面,2017 年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



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等“短板”领域的投资同比

增速,均快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述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可望逐步消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扎实推进有两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减

少了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产能过剩部门的市场加速出清,供求关系

明显改善,工业部门走出通缩阴影,带动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效益回升,

工业结构趋于优化。另一方面,将供给侧改革释放出的资源配置到创

新型生产活动中去,创业创新条件不断改善,推动各类新技术新产业

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与此同时,服务业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也进一步显现。这势必增加中高

端供给和有效供给,从而有力支撑了需求升级、经济企稳、就业向好

和效率改进。OECD 6 月份发布的首份《G20 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

评估报告》鲜明地指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在生产率提

升、稳定就业、增加收入、“放管服”等方面效果显著。 

在上述双重效应的作用下,2017 年 1-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6337.5亿元,同比增长 22%,增幅较去年同期高出

13.8 个百分点,企业盈利能力显著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持续提升,呈现向好势头。与此相对应,市场主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也

渐趋乐观,2017 年 6 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1.7,较 5 月份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已经连续 11 个月保持在扩张

区间,表明企业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且稳定的预期。近期,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OECD 等机构也纷纷上调了今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值。 



从需求侧做进一步考察,上半年的总需求总体呈现稳步扩张态势,

而且“三驾马车”的增长也比较均衡,总需求结构趋于优化。在消费

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使其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贡献率为 63.4%,已成为拉动增长的

主引擎。从消费内部结构看,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高于零售总额

增长水平,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3.4%,显示出消费结构正朝着

更合理的形态演进。在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6%,增速

比一季度回落 0.6 个百分点,呈现稳中略缓态势。从投资结构上看,

有许多积极迹象正在显现:民间投资增长 7.2%,比上年同期加快 4.4

个百分点,表明企业家精神已被激活,市场活力初步显现;制造业投资

增长 5.5%,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比上年同期加快 2.2 个百分点,表

明去产能取得一定成效;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

增长 21.5%和 22.3%,远高于全部投资增速,表明创新发展理念正落地

生根,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成长。在进出口方面,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增

长 19.6%,其中出口增长 15%,进口增长 25.7%,出口的稳定增长使得

国际收支状况总体向好。当然,5、6 月份进出口增速显著放缓,6 月份

进出口双双出现负增长,这一新的变化值得关注和警惕。 

以上分析表明,2017年上半年中国保持了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

总体形势稳定。当然也要看到,当面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从国际视角看,全球经济并未走出长期停滞困局,公共债务高企、大宗

商品价格波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等多

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可能交互震荡。从国内视角看,各类深层次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

作提出了挑战。决策层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要站在经济长

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保持头脑清

醒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化解重大风险

隐患,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只要按照中央的重大判断合理施策,保持政策连续

性和稳定性,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就可以确保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