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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 「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 ，是
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和未來發展戰略需求，從歷史、全局和戰略高
度，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這一重大命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
義。 本輪疫情

局部反彈對消
費的負面影響
比較明顯，但
是8月線上商
品消費數據也
大幅走弱，跟

之前疫情爆發時期線上商品消費走強的
現象不同。這說明消費走弱可能不只是
本輪疫情的影響那麼簡單。

8月疫情反彈，對居民消費形成顯
著衝擊。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
增長2.5%，大幅低於Wind一致預期
7.4%。8月消費兩年複合增速為
1.5%，較7月下降2.1個百分點。其
中，商品零售、餐飲收入兩年複合增速
分別下降1.5和6.6個百分點。7月下旬
疫情反彈，並外溢到全國多地，對8月
份的全國居民消費形成顯著衝擊，餐飲
等線下服務消費受影響更為明顯。

跟之前疫情反彈期間線上商品消費
走強的現象不同，本輪疫情反彈，線上
商品消費卻大幅走弱，可能反映疫情對
消費的影響不只是短期現象。筆者注意
到，8月線上商品零售兩年複合增速為
10.6%，較7月份大幅下降7.1個百分
點。從經驗來看，每輪疫情反彈通常會
壓制線下消費、推升線上消費，線上消
費增速和全國疫情的嚴重程度呈現正相
關。但8月線上消費數據明顯偏弱，顯
示消費修復的內生動能可能不足。

需要警惕在疫情持續反覆下，個體
工商戶（80%以上在受疫情影響較大的
批發零售、餐飲旅遊、居民修理服務領
域，就業總數超過2億人）、農民工
（總量約3億人）、部分線下服務業從
業人員等，就業和收入可能持續受到壓
制、進而拖累消費修復。

此外，房地產嚴監管下，融資繼續
偏緊，銷售低迷，拿地積極性不高，制
約開工和投資。按揭管控下銷售低迷，
新增按揭過去三個月平均同比降幅
在25%，8月商品房銷售面積當年同比
和兩年複合增速均為負（-16%
和-2%）。貸款、信託、發債均收
緊，房地產資金來源連續第二個月同比
負增，國內貸款同比下滑近20%，銷售
回款亦負增。拿地繼續低迷並制約開工
和施工，土地購置面積兩年同比下滑
11%，新開工和施工面積兩年複合增速
繼續負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兩年複合

增速或從6.4%進一步放緩至5.9%，同
比從1.4%進一步放緩至0.3%。

出口、利潤、產能利用率、價格等
因素仍支撐製造業投資。1-8月製造業
投資累計同比+ 15.7%（1-7月為
17.3%），對應統計局的兩年複合增速
為3.3%（1-7月為3.1%）。出口、利
潤、產能利用率仍對製造業投資有一定
滯後拉動作用，而PPI高企也支撐了製
造業投資的名義值。分行業來看，出口
相關和裝備製造業的1-8月投資複合增
速較1-7月改善幅度較大，紡織業、鐵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
業、專用設備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
分別改善2.7、2.4、0.9、0.7個百分
點。

缺芯限電影響邊際減弱
疫情衝擊服務業，缺芯和限電限產

衝擊工業。8月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
4.8%，回落3個百分點，與8月服務業
PMI（採購經理人指數）一致，顯示服
務業受到疫情的負面衝擊較大。工業增
加值主要受汽車、電力及高耗能行業拖
累，或主因缺芯和限電限產。8月規上
工業增加值同比5.3%（Wind預期為
5.8%），對應兩年復合增速為5.4%，
邊際降幅為0.2個百分點。其中，汽車
製造業受缺芯的負面影響加深，拖累最
大。除了8月氣溫較低的因素以外，限
電限產也進一步拖累電力生產和部分高
耗能行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黑
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合計拖累整體
工業增加值兩年複合增速0.2個百分
點。展望未來，筆者認為隨着缺芯和限
電限產等因素邊際減弱，工業增加值兩
年複合增速快速下降態勢或將告一段
落，進入平台期。

疫情對就業有衝擊，但整體保持平
穩，並未大幅回落。8月城鎮新增就業
116萬，與歷史均值（114萬）大致相
當；平均工作時間略有下降，為47.5小
時（7月為47.7小時）；城鎮調查失業
率5.1%（7月為5.1%），31個大城市
調查失業率為5.3%（7月為5.2%），
皆小幅弱於季節性變化0.1個百分點，
或主要顯示了疫情的負面衝擊。16-24
歲失業率從高位回落0.9個百分點至
15.3%，回落幅度為近四年來最高，顯
示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青年人就業狀
況環比改善幅度較大。

做大國內市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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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樓價
於早前正式突
破歷史高位
後，走勢上開
始進入高位爭
持的局面。近
期兩地股市投
資氣氛轉弱，

加上二手交投略見整固，令市場憂慮會
否是樓市升浪完結的訊號。當然，筆者
對此並不認同，原因是樓價由年初至今
已升約8%，加上當中有不少筍盤已被
市場陸續消化，買家難免態度轉趨審
慎，購買力需要重新累積，所以目前的
情況是 「蓄力再上」 遠多於 「升浪終
結」 。

有一點值得留意，新近中細價樓交
投活躍，需求相當強勁，正為樓市囤積
充足購買力及換樓動力，為未來樓市再
展升浪奠下鞏固基礎。事實上，新一期
「白居二」計劃於5月21日向成功申請者
發出批准信及確認書，一輪爭相入市，
推升第二市場成交宗數至新高，近期傳
統公屋及居屋市場亦頻現高價買賣。

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
綜合房屋委員會資料，居屋及公屋第二
市場（未補價）的成交宗數自6月份達
至877宗，創2013年 「白居二」 推出以
來的單月新高後，7月份及8月份交投有
所回落，其中8月份僅錄256宗；但相

比2013年1月至今年7月平均每月約199
宗，仍高出近29%。再者，若以首八個
月累計，宗數合共已錄2675宗，已超
越去年全年2423宗水平，並創自2016
年後的五年新高，反映買家入市意欲依
然保持積極。

市場剛需仍然強勁
此外，近期不少銷情亮麗或入票反

應熱烈的新盤，均是偏向 「單位細冧心
（總樓價）細」 、主打上車客的盤源，
例如最近推售的紅磡新盤，市場統計入
票量多達8000張，成為今年單幢式新
盤票王，反映市場剛需相當強勁、信心
充沛，樓市難以大幅回落。

談起一手市場，最近的確表現耀
眼，更迎來一個新高峰。各區焦點新盤
先後開售，吸盡各區客源，相信將繼續
成為市場重點，在多個全新大盤相繼登
場下，預期樓市購買力進一步湧現，9
月一手成交量可望達約1800伙水平，
按月將錄得顯著增長。

總括而言，細單位的強勁需求，以
及近期樓市由高位整固，正為市場儲蓄
換樓及進一步推升的動力。近日香港經
濟復甦勢頭明顯，最新失業率（6至8月
份）連跌六個月至4.7%，相信一旦各
區新盤向隅客漸漸回流二手市場，再配
合例如全面恢復通關等利好經濟及樓市
消息，樓市將迎來另一波升浪。

樓市料整固後再上

首先，
建設超大規
模國內市場
是回應中國
社會主要矛
盾 發 生 變
化，不斷滿
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可持續的長期歷史過程。人
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
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將貫穿於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一方面，人
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層
次，不斷發展變化的，舊的需求滿足
了，新的需求又會產生，這是一個長
期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實現更加
平衡更加充分的發展，也是一個長期
的歷史過程，舊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
問題解決了，新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
問題又會產生。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
的奮鬥目標，這也是建設超大規模國
內市場可持續的根本動力，從而決定
了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一個長期
的、可持續的歷史過程。

其次，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建設經濟強國可持續的長期歷
史過程。考察世界現代化國家經濟發
展歷史，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
經濟大國的發展都經歷過由 「以外促
內」 轉向 「以內促外」 的發展過程。
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從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轉向強
調擴大內需，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
場，構建內需拉動、創新驅動的發
展模式，是符合大國經濟發展的歷史
規律的。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 「兩頭在
外」 、擴大和利用外需的戰略為中國
和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那
麼，新發展階段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
場，符合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階段和
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這不僅是建設
現代化國家的重要任務，也將為現代
化國家建設提供強勁可持續發展動
力。即便未來完全建成了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要繼續保持現代化國家的
歷史地位，仍然需要超大規模國內市
場的戰略支撐，這是一個可持續的長
期歷史過程。

再次，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
可持續的長期歷史過程。與過去的發
展階段不同的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
在於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以更好
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根本目的，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
展。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實現高
質量發展的戰略基點，也是轉變經濟
增長方式，實現內生性高質量發展的
關鍵所在。唯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
可持續，才能保障高質量發展的可持
續，這不僅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

也是一個可持續的長期歷史過程。
最後，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

全面應對世界大變局，統籌國際國內
兩個大局，主動延長和塑造戰略機遇
期的可持續的長期歷史過程。世界正
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不穩定性不確
定性明顯增加，近年隨着外部環境和
中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發生變
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
環動能明顯減弱，發展空間受限。從
長遠、全局和戰略高度來看，要增強
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主動延長和塑
造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必須胸懷
和統籌好兩個大局，立足國內、放眼
全球，在大變局中開新局，謀破局，
而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就是破局的
關鍵一招。

努力建設可持續的超大規模國內
市場的着力點：

第一，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建
設可持續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要將
創新作為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建設的第
一動力，只有不斷的進行科技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才能豐富市場產品、
提升市場服務水平，只有不斷地進行
市場監管和服務的不斷創新，才能不
斷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市場交易成
本，提升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做大做
強市場。

第二，加快構建以國內超大規模
市場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
格局。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加
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擴大內需，就是
要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市場動能，推動中
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增長。另一方
面，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需要新發
展格局提供可持續的強力支撐，必須
充分利用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優
勢，使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充分發
揮，依託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大循環
吸引全球商品和資源要素，為建設可
持續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打造可持續
的發展新格局。

第三，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基點，
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使建設超大
規模國內市場具有可持續增長動力。
建設可持續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以
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不是過去的簡
單重複，而是要堅持轉變發展方式、
調整經濟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培育
經濟增長新動能，形成更多新的增長
極，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要從
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
集約增長，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
驅動，必須堅持擴大內需，加快培育
新消費，進一步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
和投資的關鍵作用，加快建設可持續
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這是實現高質
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加快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增強發展韌性和
擴大迴旋餘地，需要堅持擴大內需，
暢通國內大循環，有效應對風險，對

沖外部壓力，提振企業發展信心，提
升消費者信心，實現更高質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
全的發展，為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
提供可持續增長動力。

第四，深化供給側改革，注重需
求側管理，為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
提供可持續的體制機制保障。建設可
持續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發展問
題，但本質上是改革問題。主要涉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完
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
分配制度、擴大對外開放、健全需求
傳導機制、形成供需對接機制等一系
列內容。

要堅持系統改革思維，針對制約
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結構性問題，進
行系統性的戰略部署，從制度建設層
面推動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掃
除阻礙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
暢通的制度、觀念和利益羈絆，破除
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
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高效
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國內統
一大市場，形成高標準的市場化、法
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降低全社會
交易成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

通過改革創新，有效激發和引導
消費、儲蓄、投資，打通抑制需求的
堵點和梗阻，把生產性、生活性需求
的增長潛能釋放出來，不斷優化供給
結構，提升需求實現的效能、創造新
的需求，形成釋放內需潛力的可持續
動力，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
衡，為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提供可
持續的體制機制保障。

第五，不斷提升對外開放的層次
和水平，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可持
續的國際經濟循環體系。建設可持續
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不是封閉的、自
給自足的國內循環市場，也不是各地
區的小循環市場，而是緊密聯通國際
市場的國內市場，兩者是統一體。國
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延伸，國內大市
場大循環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堅實
基礎。因此，建設可持續的超大規模
國內市場，要統籌好國際國內兩個大
局，運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資源，
不斷提升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平，依
託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商品和資源要
素，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和競爭優
勢。通過強化開放合作，使中國市場
與世界市場更加緊密聯繫互動，提升
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在更大規
模和程度上使中國市場成為世界大市
場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讓中國不僅
作為世界工廠更要成為世界市場，用
國內市場滿足國外需求，同時也用國
外市場滿足國內需求。

因此，必須堅持實施更大範圍、
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為建
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打造可持續的國
際經濟循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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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年增率）8月報9.50%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年增率）8月報0.80%

▲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的長期歷史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