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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月消費增速3.7%結束下滑趨勢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下階段料延續回升向好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宏觀

政策效應持續釋放、外需有所改善、「五一」假

期等因素帶動下，5月中國經濟繼續平穩運行，

服務業、消費和進出口均呈現回升態勢，尤其是

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7%，增速較

4月加快1.4個百分點，結束了去年12月以來消

費增速下滑的趨勢。國家統計局17日表示，下階

段中國經濟有望繼續延續回升向好的態勢。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濟綜合
統計司司長劉愛華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市場

需求穩中有升，5月消費增速回升主要受到「五一」假
日、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顯效、「6．18」提前開賣等
因素影響。各地消費品以舊換新配套政策陸續落地，疊
加「6．18」網購促銷，一定程度上帶動5月家電、通訊
器材和新能源汽車類商品銷售上漲。5月通訊器材類消
費同比增速抬升3.3個百分點至16.6%；家用電器和音像
器材類消費增長12.9%，高於4月8.4個百分點。中國汽
車流通協會數據顯示，5月新能源乘用車交易量同比增
長38.4%。

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回落至5.6%
在消費增速回升的同時，5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
增速較4月回落1.1個百分點至5.6%，但仍快於同期服務
業。投資增速亦連續第二個月回落，1月至5月固定資產
投資增速同比增長4%，低於1月至4月0.2個百分點，其
中民間投資同比增長0.1%，低於前4個月0.2個百分點，
亦低於同期國企投資7.1%的增速，顯示民間投資有待進
一步提振。就業形勢總體穩定，5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持平於5%，較去年同月下降0.2個百分點。
劉愛華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主要指標
有所回升，新動能較快成長。但是，「外部環境複雜性
嚴峻性有所上升，國內有效需求仍顯不足，內生動能仍
待增強。」下一步，要錨定全年目標任務和高質量發
展，靠前發力，有效落實已經確定的宏觀政策，統籌穩
增長、促改革、防風險，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切實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力促經濟實現質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同比名義增4.6%
近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多個
外資投行機構上調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見表），一
個重要原因是今年以來外貿進出口持續增長超預期。前5
個月，中國進出口累計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不過，中
央政治局會議近期談及外部環境時多次提出「複雜性、
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近幾月，地緣政治衝突導致
紅海航路阻斷，美對中國產品加徵「301關稅」，歐洲亦
針對中國新能源汽車提出「反補貼調查」擬加徵關稅，
以打壓中國相關產品出口。另外，中國出口「量升價
降」的態勢仍在延續，給外貿企業生產經營加大壓力。
在此背景下，中國外貿出口回暖態勢能否進一步延續
並支撐中國經濟回升向好？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張建平
認為，近期，在加徵關稅的預期下，全球貨主都在抓緊
窗口鎖定貨源、加快出貨，增加庫存，導致海運旺季提
前至二季度，也令下半年出口形勢面臨變數，但中國出
口仍具韌性。張建平引述海關數據稱，海關調查的重點
進出口企業，預計今年超過四分之三實現進出口增長或
持平。儘管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貿易保護主義等不利因
素仍在，但全球貿易正呈現趨穩改善跡象，國家統計局
發布的 5 月工業企業實現出口交貨值同比名義增長
4.6%，較4月回落2.7個百分點，仍為2022年10月以來
次高，連續三個月保持增長，表明工業品出口保持較好
增長態勢。

大規模設備更新等效能將進一步釋放
展望中國經濟形勢，劉愛華在發布會上指出，從生產
需求、政策支撐等因素分析，中國經濟有望繼續延續回
升向好的態勢。從生產看，創新的動能不斷培育增強，
新產業、新產品、新模式較快增長，持續為經濟發展注
入新的動能。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集成電路產量
都保持兩位數增長。從需求看，國內需求有望繼續恢
復，文旅等服務消費需求保持活躍，隨着國家重大戰略
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項目陸續下達開工，資金
保障力度加大，實物工作量加快形成，投資規模將繼續
穩步擴大。同時，大規模的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
等政策效能將進一步釋放，持續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5月內
地出台史上最寬鬆的房地產政策，並首次支持地
方政策收購庫存商品房作為保障房，但房地產市
場仍呈現價量齊跌態勢，70個大中城市房價悉數
下降，房地產投資降幅繼續擴大，商品房銷售面
積和金額同比繼續下降，降幅略有收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5月 70個大中城市

中，新房價格環比下跌的城市個數為68個，僅
上海和太原2個城市環比上漲；二手房價環比下
跌的城市個數為70個，即全部城市二手房價下
跌，跌幅較大的城市為廈門和南昌，分別環比
下降2%和1.9%。

一線城市作為樓市風向標，5月新房和二手房
價環比降幅分別為0.7%和1.2%，降幅均較4月
擴大0.1個百分點，其中上海新房價格環比上漲
0.6%，而二手房價下降1.2%，其餘北京、廣
州、深圳新房和二手房價均環比下降。
樓市寬鬆政策刺激部分購房需求釋放，加之
開發商主動降價促銷，商品房銷售改善。5月，
商品房銷售面積為7,390萬平方米，同比下降
20.7%，降幅較4月收窄2.1個百分點；商品房
銷售額為7,598億元，同比下降26.4%，降幅較
4月收窄4.1個百分點。
不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房地產開發投

資仍未觸底，1月至5月累計同比下降10.1%，
降幅擴大0.3個百分點；開發商信心仍不足，1
月至5月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24.2%，連
續 31 個月下跌，房屋施工面積同比下降
11.6%，降幅擴大0.8個百分點，房屋竣工面積
同比下降20.1%。5月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回落
至92.01，再見歷史新低。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
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劉愛華在當日國新辦發布會
上表示，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但也要看到，政策效應釋放還需要一定時間，
目前房地產市場仍在調整過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自
「5．17新政」實施以來，已滿一個月，深圳樓
市出現顯著回暖。據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數
據顯示，在新政策推動下，深圳新房和二手房
成交量分別上漲了25.4%和17.3%。入市者中不
乏港人的身影。他們瞄準了這一時機，紛紛入
市抄底投資。
為了穩定房地產市場，中國人民銀行、國家
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於5月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包括取消全國層面房貸利率政策下限、下
調房貸首付款比例和公積金貸款利率等。深
圳、上海、廣州等地也相繼出台了配套政策，
其中深圳和上海首套房首付比例為20%，二套
房首付為 30%，廣州首套房首付更是低至
15%。低利率和低首付政策，吸引了大量購房
者入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量均出現明顯提
升。
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的何倩茹表示，「5．

17新政」對促進深圳住宅市場交易量的上升作

用明顯。新政策滿月以來，深圳一手住宅備案
2,310套，二手備案4,041套，相較於2024年前5
個月的月均水平，分別高出了25.4%和17.3%。
儘管這些數據略低於本年備案量最高的4月份，
但整體上升趨勢依然強勁。她預計，隨着市場
心態的進一步穩定和積極變化，6月份深圳新房
和二手房的整體備案數字有望創下年度新高。
「5．17新政」不僅為購房者帶來了實實在在

的利好，緩解了購房首付和利率等壓力，同時
也讓不少市民看到了投資購房的機會。深圳中
原地產皇御苑店店長夏志高表示，新政策實施
以來，他們店舖已經成功成交了兩套二手房，
均位於皇崗口岸的皇御苑片區。他透露，目前
該片區的房價相較於高峰期已經下跌了三四
成，一些投資者看好未來新皇崗口岸發展帶來
的機遇，因此決定入市購買。
此外，隨着新政策效果的持續顯現和市場需
求的增加，不少開發商也趁此機會紛紛推出新
盤以滿足市場需求。同時，一些銀行也推出了

新的房貸政策如「先息後本」等，以進一步緩
解購房者的壓力並助力樓市回暖。這些措施共
同作用下，預計將進一步推動深圳樓市的繁榮
與發展。

多個機構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測
◆世界銀行：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

4.8%，較2023年12月的預測上調0.3
個百分點

◆IMF：上調中國今年和明年增長預測分
別為5%和4.5%，較4月的預測均提高
0.4個百分點

◆歐盟委員會：在2024年春季經濟展望
報告中，調高中國今年經濟增速預測
0.2個百分點至4.8%

◆摩根士丹利：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測
從4.2%上調至4.8%

◆高盛：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測從
4.8%上調至5%

◆瑞銀：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測從
4.6%上調至4.9%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70城二手房價齊降 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見新低

深圳新房成交量上升25.4%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證券業協
會（下稱中證協）17日發布消息稱，中證協近
日召開2024年第二季度證券基金行業首席經濟
學家例會。與會專家認為，隨着一系列促消費、
擴投資政策落地顯效，中國經濟向好要素不斷積
聚。

與會專家認為，從統計數據看，中國消費市
場、工業市場和服務市場等保持恢復發展態勢。
5月份，核心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0.6%，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環比由
降轉漲、上漲0.2%，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環比上
漲，表明中國經濟內生動力持續增強。

與會專家建議，短期需要進一步靈活運用各
種貨幣政策工具，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增加財
政政策對地方債務的支持力度，及時對促消
費、擴投資等宏觀政策制定配套措施，確保相
關政策有效落實。長期則需要加大力度推動國
民收入分配、房地產及戶籍等方面的制度改

革，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通過發展新質生產
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
率。
關於資本市場，與會專家建議：加大對創業
企業股權融資支持力度；優化長期資本和耐心
資本的投資環境；培育壯大專業機構投資者隊
伍，發揮資金優化配置的專業優勢；完善常態
化的退市機制；加強對上市公司違法行為的處
罰力度。

專家倡加大支持創業企業股權融資力度

◆深圳蛇口一新盤吸引不少客戶購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5月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
增長3.7%，增速
較4月加快1.4個
百分點，結束了
去年12月以來消
費增速下滑的趨
勢。圖為早前，
四川成都，市民
在 超 市 選 購 商
品。 資料圖片

▶2024（第十八
屆）北京國際汽
車展覽會，觀眾
在觀看小米電動
車S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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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主要經濟數據變化
指標

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
資（1 月至 5
月累計）

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

出口

消費者價格
指數（CPI）

來源：國家統計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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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4%

3.7%

11.2%

0.3%

與前值相比

放緩1.1個百分點

放緩0.2個百分點

加快1.4個百分點

加快7.1個百分點

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