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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連出重磅政策 擴內需提振信心
上月經濟受疫情短期衝擊出現回落 總體運行仍保持恢復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受疫情大幅反彈影響，11

月中國主要經濟數據均出現回落。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數據顯示，

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

5.9%，工業及消費降幅雙雙超出市場預期，僅好於上海疫情爆發的四、五

月。專家指出，11月經濟再回落，主要受到疫情的短期衝擊，但在出口已

連續兩個月同比下降的同時內需仍顯疲弱。近期中央已連續出台重磅政

策，旨在提振內需，重振市場信心。

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總的來看，11月份國民經濟頂住國內外多

重超預期壓力，保持恢復態勢，總體運行在合理區間。但國際環境更趨複

雜嚴峻，國內經濟恢復基礎仍不牢固。下階段，要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扎實落實穩經濟各項政策措施，着力

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着力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15日說，各方紛紛對美國的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說「不」，說明公道自在人心。美國應
糾正錯誤，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切實維護多邊貿
易體制的權威性，早日真正回歸多邊主義大家
庭。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14日，世貿組
織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審議美國貿易政策。中
國、歐盟、俄羅斯等多個成員對美國堅持「美國
優先」、罔顧多邊貿易規則、實施單邊主義、推
動「脫鈎」「斷鏈」、擾亂全球產業鏈的做法提
出批評。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說，我們注意到有關報道。中國常駐世

貿組織代表李成鋼已在美國貿易政策審議會議上
發言闡述中方立場。
汪文斌指出，美國一方面高呼公平競爭，另一

方面通過大規模歧視性補貼幫助本國產業獲取競
爭優勢，有關出口管制措施在偏離國際社會廣泛
認同的軌道上越走越遠。美國拒不執行大量已經
生效的爭端解決裁決，繼續依據其國內法特別是
所謂的「301條款」加徵單邊大規模高關稅，挑
動「脫鈎」「斷鏈」「友岸外包」，還濫用「長
臂管轄」，脅迫其他世貿成員遵守美國國內法。
「美國已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破壞者、產業政

策雙重標準操縱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擾亂者和
單邊主義霸凌行徑集大成者。」他說。
汪文斌說，各方紛紛對美國的單邊主義、保護

主義說「不」，說明公道自在人心。美國應糾正
錯誤，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切實維護多邊貿易體
制的權威性，早日真正回歸多邊主義大家庭。
針對美方計劃將部分中企從「未經核實清單」

中移除，汪文斌回應道，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對中
國特定企業採取歧視性、不公平的做法。汪文斌
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停
止對中國特定企業採取歧視性、不公平的做法，
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中方將繼續堅
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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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
印發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
綱要（2022－2035 年）》
（簡稱《綱要》），明確了
中國未來一段時期擴大內需
的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中

國為何要專門針對擴大內需制定規劃綱要？

《綱要》為實現「雙循環」提供指南
《綱要》明確提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

略、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
展格局的必然選擇」。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王軍向記者表
示，面對當前國內外形勢變化、國際環境的不
可控，中國強調「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是應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一種主動選
擇，越是國際環境複雜的時候，越要堅持「擴
大內需」，這也是中國發布《綱要》的一個重
要背景。

縱觀整部《綱要》，除了提出規劃背景、重
大意義，還明確了擴大內需的發展目標、重點
任務，並詳細列出擴大內需的二十餘項具體措
施，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搭起了未來十幾
年中國擴大內需的「四樑八柱」。

「回顧中國擴大內需的政策，1998年為了應
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首次正式將擴大內需作
為國家戰略提出。此番制定了擴大內需的規劃
綱要，而且是着眼於未來十幾年發展的中長期
規劃綱要，這是和以往不同的。」王軍表示。

他指出，此次《綱要》不僅僅是戰略。中國
要建立起完整的擴大內需體系，為全面落實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重要抓手，為實現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工作指南。因此，
《綱要》既着眼於短期穩增長，也着眼於中長
期經濟轉型、高質量發展以及新發展格局的構
建，是促進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
的一部重要文件。

助力經濟轉型升級更加穩健
王軍表示，擴大內需戰略在中共二十大報告

中也被強調，可見中國對擴大內需的重視。此
次專門制定《綱要》更是具有全方位的意義，
擴大內需的諸多措施能夠助力經濟轉型升級更
加穩健、高質量發展更有保證，推動民生改
善，有助於經濟持續好轉和健康增長。同時，
隨着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建設，也將更有助於

提升國際競爭力，增強應對國際風險的韌性。
《綱要》提出，中國擴大內需存在有效供給

能力不足、分配差距較大、流通體系現代化程
度不高、消費體制機制不健全、投資結構仍需
優化等堵點難點。針對這些主要問題，《綱
要》提出重點任務，包括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
系、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支撐暢通國內經
濟循環。

對於擴大內需的關鍵點，王軍認為，一是要
擴大居民收入，短期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促
進穩消費、擴投資；二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
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構
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強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商
品在全國城鄉更好流動。 ◆中新社

擴內需戰略規劃是落實「雙循環」重要抓手
��

◆◆1212月月1010日日，，北京市豐台區一家商場北京市豐台區一家商場
布置喜慶布置喜慶，，迎新年氣氛濃迎新年氣氛濃。。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內地基建投資穩增長的效應持續釋
放，在盤活專項債結存限額以及7,400億
元人民幣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的帶動
下，今年1-11月基礎設施投資累計同比
增長 8.9%，較 1-10 月加快 0.2 個百分
點，連續7個月加快。
國家統計局投資司首席統計師羅毅飛解

讀稱，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加快
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薄弱領域補
短板，有力支撐基礎設施投資回升。
從整體固定資產投資看，受製造業和

房地產投資增速放緩的拖累，前11月，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5.3%，

低於1-10月0.5個百分點，為今年以來最
低；民間投資同比增速亦放緩0.5個百分
點至1.1%，為2020年以來新低。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投資

增速相對較高的，一是高技術產業，1-11
月，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9.9%，以
電子、醫藥等為代表的高技術製造業投
資同比增長23%。二是基建領域補短板
的水利、公共設施。1-11月，水利管理
業投資增長14.1%，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
增長11.6%。
展望下階段投資形勢，羅毅飛表示，

從投資先行指標看，1-11月，新開工項
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長20.3%，投資項目

（不含房地產開發投資）到位資金增長
21.5%，為投資持續穩定增長提供有力支
撐。下階段將進一步推動重大項目建
設、設備更新改造，充分利用財政金融
政策工具支持，推動形成更多實物工作
量，保持投資穩定增長。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預計，基礎

設施投資增速連續加快，明年初大概率會
有專項債前置發行接續，繼續支撐基建投
資需求增長。在重點領域設備更新改造政
策以及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投放的提振下，
後續製造業投資仍有望保持較高增速。基
建和製造業投資明年繼續逆周期發力，作
為穩增長擴內需的關鍵力量。

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拉動投資回升

11月主要數據變化
指標

工業增加值
投資（1-11月累計）

消費
出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同比增速

2.2%
5.3%
-5.9%
-8.7%

與前值相比

增速下降2.8個百分點
增速下降0.5個百分點
降幅擴大5.4個百分點
降幅擴大8.4個百分點

◆◆1111月經濟再回落月經濟再回落，，主要受到疫情的短期衝主要受到疫情的短期衝
擊擊。。近期中央已連續出台重磅政策近期中央已連續出台重磅政策，，旨在提振旨在提振
內需內需，，重振市場信心重振市場信心。。圖為圖為1212月月88日日，，西藏拉西藏拉
薩市市民在商場裏選購所需的商品薩市市民在商場裏選購所需的商品。。 中新社中新社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指出，11
月國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外需收縮

進一步顯現，國內疫情大面積反彈，需求收
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加
大，對經濟運行制約明顯。

生產端多數行業生產回落
在生產端，11月工業增加值的2.2%增速
中，除了採礦業、生活必需品生產及少數新
動能行業保持增長，多數工業行業生產回
落。此前拉動工業總體的汽車製造業增速放
緩13.8個百分點至4.9%，計算機、通信和
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從同比高增9.4%轉為
下降1.5%。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
稱，11月汽車、智能手機的產量增速，從正
增長區間驟然下行至大幅下降 9.9%、
19.8%，可能是疫情這一供給端外生衝擊的
影響。

需求端消費增速繼續為負
在需求端，儘管有年底大促銷，但受防疫
措施限制，11月中國消費增速繼續為負，且
降幅超預期，疫情進一步拖累商品零售和餐
飲消費，商品零售6月以來首次同比轉負，
下降5.6%，餐飲消費降幅擴大至8.4%；食
品、藥品等必需品增速平穩；車購稅政策效
力減弱，汽車消費同比增速轉負。
同時，經濟承壓拖累就業市場，11月全國
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5.7%，由於11月國內疫
情集中在北京、廣州、重慶等大城市，31個
大城市調查失業率抬升至6.7%，與4月持平。

政策端全力穩內需穩經濟
中信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程強指出，11月
中國經濟比10月承受更大的疫情、外需衝
擊，主要指標中僅基建投資增速實現改善。
同時，疫情對消費、就業的影響更加明顯。
「當前全國疫情還在上升階段，失業情況不

容樂觀，就業壓力也將反作用於政策，政策
端料將更加積極出台多方面政策穩定經濟和
居民就業收入預期。」
程強表示，下階段，隨着疫情防控進入新

階段，由防控感染轉到醫療救治，接下來政
策重心是全力穩內需、穩經濟。12月 1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
規劃綱要（2022－2035年）》，全面促進消
費和拓展投資空間；15日，國家發改委印發
《「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細
化2025年前落實舉措，對未來促進消費投
資進行頂層部署，有助於提振市場信心。

專家：偏低數據凸顯擴內需必要性
「現階段內需是重中之重。」中泰證券研

究所首席分析師楊暢表示，在疫情擾動下，
今年中國經濟在修復過程中存在一些不均
衡。首先是生產強但需求偏弱的不均衡，消
費增速出現回落，消費意願有待均衡。此
外，投資內部有待均衡，基建投資連續多月
回升，但地產投資與製造業投資相對偏弱，
民間投資仍然偏弱。因此，現階段，針對內
需出台政策措施，是短期穩住經濟基本面，
確保經濟「穩中求進」的重要手段。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指出，11月下

旬高頻數據明顯回落，已經提示疫情衝擊下
11月經濟數據下行的趨勢，偏低的數據凸顯
推進系統性擴內需政策的必要性。
郭磊認為，從近期貨運流量等高頻數據指

標看，11月底是一個拐點，12月中下旬初
步抬升。防疫政策優化雖然帶來部分區域數
據的波動，但就全國整體而言，居民活動半
徑擴大，經濟高頻數據企穩。隨着疫情政策
的優化，雖短期或仍有波動，但長期看，疫
情的影響可能顯著下降，有利於內生動能復
甦。政治局會議強調「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
轉」，明年穩增長政策的空間，將在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