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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其中三季度当季增速也

为6.9%。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经济跌破了政府设定的7%增速目标。对此我

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和正确理解经济增长7%左右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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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波动属正常 运行趋势并未变

7%左右的目标是“区间概念”
钟 河

外媒并未准确理解外媒并未准确理解““77%%左右左右””

首先，“7%左右”是预期性目标，不是约束性
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的经济增长
目标，其性质是预期性、指导性、引导性的，而非
约束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会受到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市场主体预期和生产经营行为、国内国际
交织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确定具体
目标值主要目的是向社会释放出调控信号，引导宏
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主体的决策，从而达到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

第二，“7%左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目标，
而是区间概念。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不断加
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创新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经济增长“7%左右”同样是区间概
念，以 7%为参照，比 7%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在

“左右”的区间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意
无意地把“左右”这两个字去掉，认为6.9%就不是

“7%左右”、就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目标，这是一种
误读。

第三，“7%左右”是全年目标，季度间出现波
动是正常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种

因素都会对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从时间轴来分
析，在一个年度以内，各个月份、各个季度之间，
由于扰动因素不同、影响大小各异，增长速度出现
波动是正常的。不能只看某一个时段的数据，或被
短期扰动因素所惑，而要看大势、看支撑经济稳定
运行的核心因素有没有变化。

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在合理区间，不仅要看经
济增速是否在 7%左右，更要看就业是否稳定、结
构是否优化、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民生是否得到较
好保障，还要看在国际上的比较。

首先，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6.9%，保持了就业
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政府工作报告在
确定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时，明确提出稳增长也是
为了保就业。从今年前三季度的实际情况看，城
镇新增就业 1066 万人，已提前完成全年预期目
标；创业带动就业效应不断显现，截至 9 月 1 日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77.7%，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小微企业发展
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较好地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
业。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三季

度涨幅为 1.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 7.7%，快于经济增速 0.8 个百分点，实现了经
济增长更多惠及民生的目标。

第二，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较好发挥了市
场优胜劣汰作用，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优。目前的增
速符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发挥市
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转型
升级，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
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供给结构进一步调整，前三季
度 第 三 产 业 、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分 别 增 长 8.4% 、
10.4%；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10.5%，信息、旅游、新能源汽车等消费
快速增长；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74个城市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4%。

第三，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在全球主要经济
体中仍是比较高的，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
献。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机构调低全年增长预期，国际商品贸易
出现两位数下降。在此情况下，虽然纵向比较中国
经济增速比前几年有所回落，但横向来看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当中，中国6.9%的经济增速不仅远高于发
达经济体，也高于陷入滞胀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
要看到的是，2014 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 10 万
亿美元，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6.9%所形成的增量

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今年以来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保持在30%左右，继
续位居世界第一。

改革攻坚任务仍艰巨繁重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今年以来我国经济
确实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投资需求依然疲弱，出口
增速明显放缓，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持续下跌，产能
严重过剩矛盾仍然突出，新的增长动力还难以弥补
传统动力减弱带来的缺口，改革攻坚任务艰巨繁
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
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深
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
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只要
我们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
调整深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
改善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
精准调控、相机调控，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完成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二五”收
好官、“十三五”开好局。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

2005年 10月 27日，代号为“0939”的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这是国务院决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以
来，首家实现公开发行上市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10年
后，建行在香港发布了转型发展战略。董事长王洪章表
示，作为一家拥有38万名员工、370多万公司客户和5亿
多个人客户的大型商业银行，在上市10年后再次站在了
转型的重要关口，建行将通过转型发展建设“国内最
佳、国际一流”的现代综合性银行集团。

10年华章：脱胎换骨再造4个建行

10 年前，香港股民见面先问“抽到了多少建银（建设银行）的
股？”当时，建设银行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售价每港股2.35港元，
接近原定2.40港元的上限价格。高调入市后立即呈现出活跃交投态
势，并带动香港恒生股指强劲上扬。此前的10月5日，建设银行上市
路演在香港正式拉开帷幕后，立即以中资企业中“全流通”上市第一
股的身份受到全球机构投资者的热捧。到10月19日公开认购结束，
香港公开发行部分超额认购达42倍，国际配售部分超额认购达9.2
倍，创下香港历来上市集资金额的最高纪录。

10年里，建行做了什么？行长王祖继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10 年成绩。截至今年上半年，建行资产规模达到 18.2 亿元人民
币，相当于在10年“再造了4个建行”。现在，建行成为一家拥有
370多万公司客户和5亿多个人客户的大型银行。

布局全球：不间断服务网络搭建完成

10年前的上市是建行发展的里程碑；10年后的战略转型是建
行的新起点。新的起点上，建行喜事连连。10月19日，建行伦敦
分行开业，进一步提升建行在伦敦的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
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促进中英、中欧经贸往来发展，推动伦
敦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10月22日，洲际交易所发表声明，建行
正式加入伦敦黄金市场协会黄金定价机制，于2015年10月30日生
效。至此，建行成为继中国银行之后第二家加入该黄金定价机制
的中资银行以及第十二家参与该机制的银行。

近年来，建行加速海外布局，提升全球服务能力，已在24个

国家和地区设有26家一级机构，今年年底可达28家，跨时区、跨地
域、多币种、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金融服务网络已搭建完成；海外
机构资产已突破2000亿美元。2014年，建行海外业务利润总额增速
已达到 36%，超过全行平均水平。王洪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建设银行要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实现机构布局全球化、业务范
围国际化、经营管理一体化。”

战略转型：打造最具价值创造力银行

建设银行的转型发展战略是什么？王洪章介绍，建行在2014年
10 月制定了转型发展规划，提出加快向“综合化经营、多功能服
务、集约化发展、创新型银行和智慧型银行”五个方面转型，把建
行打造成“最具价值创造力银行”。这个战略向全球市场、投资者和
客户展示了一家拥有60多年历史的大型国有银行，开启转型发展之
路的决心与信心。

王洪章表示，目前建行的海外业务占盈利及资产的比重较低，
将加快推进国际化和全球金融服务，希望在2020年海外业务净资产
占比达到 10%以上。同时，将发展非银行子公司的功能，通过母子
公司联动，对“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建行的目标精准
——建设“国内最佳、国际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性银行集团。对
此，王洪章评价：“这个目标只是起点、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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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以“促进农业生
产全程机械化”为主题的 2015 中
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位于山
东即墨的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本届农机展吸引来自约 20 个
国家的农机制造商参展，设有大
型综合、拖拉机及收获机械，水
稻机械，设施农业、畜牧机械，
排灌及植保机械、农用搬运机械
以及收获后处理机械等不同展
区，展览总面积22万平方米。

图为观众观看展出的新型无
人植保直升机。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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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摄摄

据新华社沈阳10月 27日电 （邹明仲、张逸
飞） 东北林业产权交易中心 27日于辽宁省本溪市
正式启用，将为广大林农和林业经营者搭建方便
快捷的林业服务和融资平台。

据介绍，辽宁是我国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的先行省份，东北林业产权交易中心的启用有利
于林权交易信息公开发布，激活林业生产要素，
提高林权和林产品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

东北林业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彭庆涛说，交易
中心将被打造成集林权交易、林产品交易、林业
融资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高效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将形成统一的林权交易体系，通过
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等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
流多流合一，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实
现林权抵押贷款一站式融资高效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姜琳） 记者
27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获悉，截至 9 月
末，央行征信系统已经收录8.7亿自然人和2102万
户企业及其他组织，基本上为国内每一个有信用
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据央行征信中心党委书记王晓明介绍，央行
征信系统收集的信息以银行信贷信息为核心，还
包括社保、公积金、民事裁决与执行、公共事业
和通讯缴费记录等。目前系统收录的8.7亿的自然
人中有信贷记录的为3.7亿人，可形成个人征信报
告、得出个人信用评分的有2.75亿人。

王晓明表示，目前国内所有商业银行、信托
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部
分小额贷款公司，都已和央行征信系统连接。截
至 9 月末，个人征信系统已接入机构 2340 家，基
本覆盖各类正规放贷机构。

本报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宦佳） 10 月 26
日，我国目前唯一的本土再保险集团——中再集
团 （股票简称为“中国再保险”） 在港交所主板
正式挂牌交易，成为继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
国太保、新华保险、中国太平、中国人保集团、
人保财险后的第八只中资保险股。

中再集团董事长李培育在上市仪式上表示，
中再集团将严格遵守上市规则，向股东提供长期
且具有竞争力的回报。资料显示，以 2014年再保
险保费规模计，中再集团是亚洲最大、全球第八
大再保险集团，拥有四大主营业务，分别为财产
再保险、人身再保险、财产险直保及资产管理。

东北林业产权交易中心启用东北林业产权交易中心启用

央行征信系统

目前已收录8.7亿自然人

中再集团成功在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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