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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中国经济

裴长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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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由重视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向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和效益。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中国经济连续五个季度运行在7.4%—7.9%合理区间 

  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7.7%，上半年增长7.6%，仍在7.5%的预期目标之上。第二季度GDP增长7.5%，回落幅度很小，连续五个

季度经济运行在7.4%—7.9%区间。根据人社部的数据，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00多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农民

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达444万人。从调查结果来看，应该说今年新增就业岗位还是在增加的。最低工资仍然在上涨，说明用工

需求较旺。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上

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第二产业高出0.7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速度高出2.3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4%。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

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2012年同期为下降2.4%。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3个行业主营活动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6个行业

比上年同期减少，1个行业由上年同期亏损转为盈利，1个行业亏损比上年同期减少。2013年上半年，113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6315亿元，同比增长18.2%；上缴税金1万亿元，同比增长3.4%。 

  激活经济内在活力 

  新型城镇化带来扩大内需机会。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将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



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

居民。这必然拉动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此外，住建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智慧城市属于新型

城镇化概念中的细分板块之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包括智能交通、安防、医疗信息化、智能建筑、教育信息化等。从已披露的

数据来看，“十二五”期间，320多个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上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3000亿元。业内人士估算，“十二五”期间用

于建设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可能高达5000亿元。随着更多城市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带来2

万亿元的产业机会。 

  根据政策目标，“十二五”时期后三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将增长20%以上，消费增长潜力很大。权威部门测算，到

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成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消费的重大机遇。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刻，出台重大政策促进信息消费，不仅能够有效拉动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更能够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既推动产业转型又利于民生改善，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的重要举措。 

  投资增长也有潜力。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明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

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投

资已经列入规划，包括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应急救援、防灾减灾、边海防基础设施及边疆建设等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城市轨道投资将继续增长。2012年度，全国有35个城市在建设轨道交通线路，估算完成总投资约2600亿元。2013年，已批准

的项目将进入规模建设阶段，城轨投资规模有望达到2800亿—2900亿元。城轨建设投资保持高位，对施工、车辆装备企业形成直

接利好。根据预测，城轨地铁车辆内销额（不含出口）将从2011年的约109亿元/年，上升到2017年的近280亿元/年。 

  铁路投资保持增长。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共计安排铁路基建投资2.3万亿元，到201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

万公里左右，快速铁路网里程4万公里以上，西部地区铁路4.8万公里。2011年，全国铁路共完成投资4610亿元，2012年为5160亿

元，也就是说，“十二五”时期后三年要完成建设投资约1.3万亿元，铁路投资规模将保持在每年近5000亿元。年初当时的铁道

部公布，2013年铁路投资规模将在6500亿元，投产新线5200公里以上。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激活内在经济活力的主要措施。国务院已部署2013年九项重点改革工作：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削减专项转移支付，扩大营改增试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提出资本项目可对换方案，出台

扩大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方案，规范发展债券、股权、信托等投融资方式；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支线、城际、资源

开发性铁路所有权、经营权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居民生活水、电、气价格改革；公立医院改革，

健全保障房分配制度、食品药品监管制度、环保监管和生态补偿制度；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

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领证制度，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国有林区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 

  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既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

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要与新农村建设良性

互动，保持乡村风貌。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 

  2012年，中国经济在国家调控房地产情况下的潜在增长率为7.5%左右，但通过“稳增长”的刺激，实际增长率达到7.8%。

2013年，国家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不变，因此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也只有7%—7.5%左右，但货币信贷仍然比较宽松，因此，在保持实

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协调上，中央政府仍然有不小的政策调控空间。预计2013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下限是7.5%，

底线为7%，政策调控将围绕7.5%左右实行预调和微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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