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4年8月1日 星期五 财经视野
责编：梁益琴 邮箱：hwbjjb@sina.com

市 场

观 察

市 场

观 察
音

声声

●职业教育应先“判断未来”

职业教育应该以就业和职业为取向，必须是
随时跟着社会发展趋势走的，所以在职业教育体
系中要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投放在对于各种产业、
各种就业趋势的研究预测中，如果等我们产业、
职业缺乏人才再培养，那就为时过晚。职业教育
它本身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教育，它包括对于未来
的预测，对于社会各种状况趋势的分析等。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于长江表示。

●目前独董制度形同虚设

目前我国的独董制度流于形式，没有维护好
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大股东任意摆布的棋子。本
轮上市公司清退官员独董为改革独董制度提供了
一个较好的契机，应该将独董的提名权交给股东
大会，另外通过建立诚信档案、问责机制来提升独

董的契约精神。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表示。

●央行下半年或加大宽松力度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下半年加大宽松措施
的力度，以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抵消房地
产市场可能更加疲软的影响。额外的宽松措施可
能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工业增加值增速进一步
下滑来触发。如果基建投资增速意外低于预期，
且只能部分地抵消房地产市场比预期更强的调
整，那么这一触发机制很有可能被启动。

——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
认为。 （卢 晨辑）

【7.4%增速来之不易】

问：您如何看待上半年 7.4%的经济
增速？上半年经济运行有哪些特点？

答：上半年 7.4%的经济增速基本在
各方预期之中。宏观层面，当前经济呈
现相对平稳的增长势头，和年初稳增长
的政策目标基本吻合。微观层面，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少
企业的效益有待提高，特别是中小企业
的成本在增加。

上半年经济增长呈现以下特点：第
一，从产业结构看，一些积极因素在支
撑和推动经济增长。如服务业贡献比较
大，服务业增加值在两个季度中的占比
都比去年有明显提高。其次是制造业从
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例如节能家电、新
能源汽车、信息设备、交通设备等。

第二，整个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
在降低。上半年，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
房地产投资增速与整体投资增速相比下
降得更快。可见，我们采取的“稳增长”投
资不是稳房地产而是加大非房地产投资，
其他实体投资的增长贡献度在提高。

第三，从需求结构看，出口、投资和
消费三驾马车中，出口的贡献在下降，对
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依赖在提高，国内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高。

第四，绿色水平提高，是一种代价
比较小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7.4%经济增速与前
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合理区
间。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跨越式增

长、超级繁荣向新常态化增长的变化过
程中。所以，这种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是
中长期经济换轨的需要。实际上，取得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横向比较看，这
一增速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两倍于
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3%的增速。

【数据显示向好趋势】

问：请您就我国在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取得的成
效，作一下具体解读？

答：第一，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发生
了明显转变。上半年经济由一季度下滑
到二季度走稳，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作
用的发挥。近一两年来，政府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时，更多地遵照市场规律，并
未全面放松货币政策或是采取大规模的
财政刺激政策，而是合理调控、加强引
导，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相对整个经济而言，政府起了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更多地依靠市场能量的释

放。这种经济回升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从产业角度来讲，转型明显加

快。凡是贴近消费的产业，经济复苏的力
度比较大。凡是大量依靠资源的地区，经
济增速明显较慢。服务业中，信息服务、网
购、网络金融、物流配送、养老服务、教育
等发展迅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第三，从区域来看，现代制造业和
服务业的加快发展，推动了北京、长三
角、珠三角和东南沿海的经济转型升
级。中西部地区也在加快推动经济转
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四，从城市来看，近两年来，城
市经济更多地向联动发展、协调发展、
集聚发展方向转变。这种转型更多依赖
知识创造、依赖创新，有利于经济增长
质量的提高。

【年内经济稳中求进】

问：如何看待下半年经济形势？
答：下半年经济形势会比上半年好一

些，全年经济有望实现7.5%以上的增长。
首先是各种信心指标出现持续性上

升。如制造业、服务业PMI（采购经理指
数） 都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上升，并且
这种上升趋势在加强；下半年铁路货运
量的增长有可能由负转正；从广义货币

（M2） 和信贷总量来看，上半年整个经济
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在增加，下半年估计
仍将维持这种预调微调基调，保持适度、
局部宽松，强化信贷投放的针对性；生产
性电力和消费性电力用量都会比上半年
有所加快。其次，从需求看，内外需均有明
显改观。外需方面，随着外部需求逐渐改
善，下半年出口有望实现 5%以上的正增
长。内需方面，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速可
能会继续下降，非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公共
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会加大，带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下半年很多政府主导
投资项目如铁路、水利、环保等将加快落
地和开工建设；消费中，居民消费稳步增
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有望比上
半年加快 0.3-0.5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随
着经济触底回升，职工收入增加，市场
环境改善，百姓采购意愿会增加。第
三，从生产角度看，企业生产经营的积
极性在提高，主动补库存在增加，整个生
产活动在改善。第四，从商品市场和资本
市场来看，市场活跃度提高，下半年会明
显好于上半年。

总体来看，在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
背景下，三季度经济会实现小幅上升，
四季度经济增长稳定性更为明显，整个
下半年经济将呈现稳中求进的特征，实
现全年增长目标应无悬念。

经济数据“半年报”怎么看 ❺经济数据“半年报”怎么看 ❺
市场预期稳中向好 完成目标应无悬念

当前增速仍在正常合理区间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本报记者 赵鹏飞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
国经济今年已走完“上半场”，7.4%的
经济增速基本符合各方预期。应当如
何看待这张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成效如
何？年内经济是否有望继续走好？本
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
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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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销售下降、价格下调的情
况。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6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
降6%，销售额下降6.7%。不同地区房地产价格出现分化，二、
三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调态势。据报道，为提高成交量，多
地开始取消限购政策，有舆论呼吁尽快全面取消限购。对此，专
家指出，面对楼市分化走势，调控政策将因地制宜，不可能简单
地一刀切。短期内，楼市限购不会全面解禁。

▶多地相继松绑限购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数据偏弱，多项
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单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
速徘徊在略高于 10%的水平，6 月份房
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已处于历史低点；6
月份 70 个城市房价指数显示销售均价
环比下跌的城市从 5 月份的 35 个增加
至 55 个，为 200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5%的月环比跌幅也是 2007 年以来的
第二大单月跌幅；6 月份土地出让价格
较政府基价的溢价收窄至 5%，也处于
2008年以来历史区间的较低端。

社科院发布的报告称，短期市场供
应量过大，全国楼市进入结构性过剩阶
段，或将进入2—3年调整期。

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让很多地方坐
不住了，开始放松住房限购，措施包括，选
择性放宽购房落户要求、取消针对大户型
高档住宅的限购政策等。中原集团研究中
心的监测显示，截至7月23日，在46个限
购城市中有26个城市针对限购政策进行
了微调，如，限购取消、局部取消、执行层
面取消。城市限购“松绑”率近60%。

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
枫表示，地方政府不断实施增加市场信
心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缓解市场库存压
力，减少房企资金沉淀，加速资金流动。
同时防止房价下跌，引起金融风险。

▶市场分化使政策调整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分化调
整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
来运认为，这是市场自身的内生调整
需要，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回落也
是一种向理性回归的正常反应。有关调
查显示，出现政策调整的主要是供应过
剩、供需不平衡、自住需求旺盛、库存过
高、房价与成交持续下跌、泡沫明显、
影响经济下行的三、四线城市楼市出
现分化，政策自然相应调整。“当时房
价过高，政府采取了限购限贷政策，
现在有些地方楼市疲弱，所以松动限

购，这样才能将正常的市场需求释放
出来，体现了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灵
活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部长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说。

徐洪才认为，二季度宏观经济止跌企
稳，为维持经济的稳定局面，地方政府对
楼市进行微调是正确的。房地产业对相关
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很大，地方
政府因势利导，通过差异化调控，引导市
场预期，不希望房价出现大幅下跌，正如
之前不希望房价大幅上涨一样。这种做法
既有利于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也有利于经济实现稳增长。

“房地产市场的分化调整，短期来
讲确实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一定压力。
从长期来讲，既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本
身的健康运行，也有利于国民经济可
持续健康发展。”盛来运表示。

▶全面谢幕还需时日

现实决定了短期内限购政策不可
能全面解禁。专家分析，北京、上海、广州
等一线城市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刚性人群
需求量还较大，这些地方的限购政策不可
能取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指
出，在常住人口增长很快，公共服务不足
的中心城市，购房需求仍然很大。

而目前供大于需的城市多为二、
三、四线城市，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盲
目开发，导致库存加大，需要较长一段
时间才能消化，这样的城市更需要松绑
限购政策。徐洪才指出，一线城市北、
上、广与二、三线城市的情况不一样，一
线城市限购短期内不能放开，调控政策
要有差异，不可能一刀切。

专家指出，目前高房价还没有降
到位，房地产业深度调整没完成，房地
产的配套改革措施也还没到位，这种情
况决定了限购等调控政策仍需有所保
留，继续发挥其作用。

但从长期看，行政性的政策必将
退出市场。徐洪才说，随着市场化因
素加大，限制买卖的传统行政手段将
逐步取消，市场化中，需求和供给是
自发的，政府不要做过多干预。

7 月 31 日，两名游客在北京密云县天葡庄园
采摘葡萄，这也是密云县第一家利用现代农业设
施种植鲜食采摘葡萄的园区。近年来，北京葡萄
产业发展迅速，种植面积已突破10万亩。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粮食银行”解民忧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记者冯华） 从农业部
获悉：当前，全国早稻收获已过九成。据农业部
农情调度和专家田间测产分析，今年早稻面积稳
中略减，单产持平略增，多数主产区呈平产趋
势，全国早稻总产有望再获丰收。

据介绍，今年早稻生产稳定发展主要得益于政
策落实到位，科技服务到位，病虫防控到位。此外，
今年早稻生育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专家分析，今
年早稻主产区未出现大面积烂种烂秧、“雨打禾花”
和后期高温逼熟的情况，利于产量形成。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郑晓奕） 记
者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罗马时间31日上午10时

（北京时间 31 日下午 5 时），国网公司与意大利存
贷款公司签署协议，以21亿欧元 （约173.5亿元人
民币） 收购其旗下能源网公司35％股权。

近年来，国网公司先后在菲律宾、巴西、葡萄
牙、澳大利亚、香港、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多
项海外并购。截至今年6月，国网公司境外投资实际
出资近 30 亿美元，股权投资总额超过 110 亿美元，
资产规模超过23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达13％。

全国早稻有望再获丰收全国早稻有望再获丰收

国网再添海外并购大单

小葡萄做成大产业

7月31日，河津农民武美龄 （左） 和面粉厂负责人裴渊刚核对粮食存取数据。
今年山西省河津市小麦获得大丰收，为了帮助全市农民解决粮食储存的难

题，河津市政府确定30多家有一定规模的涉粮企业免费代为存储小麦，被农民形
象地称为“粮食银行”。 新华社记者 武 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