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2020年展望



许宪春 刘瑾钰

摘要：本文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使用和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居民、企

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从生产、需求、收入等角度分

别对 2019 年和 2020 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和展望。2019 年，中国 GDP 增速呈回落走势，

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三产业和消费需求分别从生产和需求角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

动作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上年较快增长

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上年有所扩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

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初步判断，2020 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创新驱

动政策将会推动新经济新动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减缓传统经济下行压力；投资需求增速与上

年大体持平，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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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ccounting. In 2019, the GDP growth in China dropped, but still within the target range.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demand drive the economy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the demand

sides respectively. National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kept increasing at a steady rate.

The profit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decreased, in contrast with a fast growth rate in the

previous year. Consumer price increased more than the previous year. Industrial, demand,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s continued to improve. The “new economy” and “new momentum” kept

increasing rapidly. As for 2020, based on preliminary forecast, GDP growth in China will drop in

2020. Innovation stimulating policies will persistently push the growth of the “new economy” and

“new momentum”, slowing down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going down. Investment demand growth

will keep at the similar level as 2019, while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and export demands, national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and the profit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will be

small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

Keywords：Statistical Data；Economic Performance；Analysis；Outlook

本文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供给）、使用（需求）和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从生产、需求、收

入、价格、结构和新动能等角度对 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从生产、需求、新型肺

炎的影响、收入等角度对 2020年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展望，目的在于客观地把握过去的一年中国

经济运行情况，准确地判断新的一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果表

明，2019年，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继

续改善，新经济新动能迅速成长，发展质量持续提升；2020年，中国 GDP增速可能会比上年

有所回落；创新驱动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将会推动新经济新动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减缓传统经

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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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GDP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有所回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经济结构继续改善，新经济新动能保持

较快增长。

（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就是从 GDP生产
①
的角度看经济运行，本文重点是从 GDP及其三

次产业和行业增加值增速的角度看经济运行。
②
从这一角度看，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

下特点：GDP增速呈回落走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三产业对 GDP增长起主要拉

动作用，但其增速回落对 GDP增速回落也产生主要影响；前三季度 GDP增速逐季回落，主要

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

1.GDP增速呈回落走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

2019年，中国 GDP增长 6.1%③
，比上年回落 0.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 6.4%，二

季度增长 6.2%，三季度增长 6.0%，四季度增长 6.0%，一至三季度，GDP增速逐季回落，四季

度与三季度持平，各季度 GDP增速都处于年初制定的预期目标范围之内。从 2017年一季度至

2019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均保持在 6.0%-7.0%区间，显示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特点和韧性。（见

图 1）

2.第三产业对 GDP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但其增速回落也对 GDP增速回落产生主要影响

2019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1%、5.7%和 6.9%，，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速最高。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8%、36.8%和 59.4%，分别拉

动 GDP增长 0.2、2.2和 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 6成，对 2019年 GDP

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7.1%、7.2%、18.7%、

① GDP 生产核算就是各行业增加值核算。目前，中国有些行业增加值核算采用生产法，有些行

业增加值核算采用收入法，统称为 GDP 生产核算。

② 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GDP 增速都是从生产角度核算的 GDP 增速，没有发布从使用角度核

算的 GDP 增速，即支出法 GDP 增速。

③ 本文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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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领先于其他行业，分别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快 0.2、0.3、11.8和 1.8个百分点，对第三

产业增加值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见表）

201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比上年均有所回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上

年分别回落 0.4、0.1和 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对 GDP增速回落产

生主要影响。（见图 1）在第三产业中，除金融业外，所有行业增加值增速比上年都是回落的。

其中，回落幅度最大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从 27.8%回落到 18.7%，

回落了 9.1个百分点。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增速分别回落 2.2和 1.7个百分

点。同时，随着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的下滑，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在上年较低的情况下又回落

了 0.5个百分点。

在第二产业中，2019年工业增加值增长 5.7%，比上年回落 0.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5.7%，回落 0.4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增长 5.6%，回升 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增速的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回落的结果。

3.前三季度 GDP增速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

分季度看，2019年前三季度 GDP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 GDP增速与三季度持平。其中，

一至四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7%、3.3%、2.7%和 3.4%；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1%、

5.6%、5.2%和 5.8%；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0%、7.0%、7.1%、6.6%（见图 1）。显然，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并没有逐季回落，只有第二产业增速逐季回落。可见，前三

季度 GDP增速逐季回落是第二产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在第二产业中，一至四季度工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 6.1%、5.6%、5.0%和 5.9%，建筑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2%、5.1%、6.1%和 5.3%（见

表）。显然，前三季度建筑业增速也没有逐季回落，只有工业增速逐季回落。可见，前三季度

第二产业增速逐季回落是工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在工业中，一至四季度制造业增速分别为

6.5%、5.5%、4.8%和 5.9%，前三季度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幅度较大，同时，由于制造业增加

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大，所以对工业增速逐季回落的影响较大。因此，前三季度 GDP增速

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

表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019年 2018年

全年 四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年

国内生产总值 6.1 6.0 6.0 6.2 6.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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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3.1 3.4 2.7 3.3 2.7 3.5

第二产业 5.7 5.8 5.2 5.6 6.1 5.8

第三产业 6.9 6.6 7.1 7.0 7.0 8.0

农林牧渔业 3.2 3.5 2.9 3.4 2.9 3.6

工业 5.7 5.9 5.0 5.6 6.1 6.1

制造业 5.7 5.9 4.8 5.5 6.5 6.1

建筑业 5.6 5.3 6.1 5.1 6.2 4.8

批发和零售业 5.7 5.4 5.5 6.0 5.8 6.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1 6.3 7.5 7.3 7.3 8.3

住宿和餐饮业 6.3 6.2 6.7 6.4 6.0 6.7

金融业 7.2 7.0 6.9 7.6 7.1 4.8

房地产业 3.0 2.5 4.2 2.5 2.6 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18.7 15.6 18.1 20.1 21.2 27.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7 9.9 8.6 7.5 8.5 10.9

其他服务业 5.9 6.0 6.4 5.7 5.5 7.6

图 1 2018-2019 年 GDP 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当季增长率（%）

（二）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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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就是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也就是

从 GDP使用
①
角度看经济运行。从这一角度看，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消费需

求和投资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 但 GDP增长仍然主要靠内需拉动，

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

1.消费需求增速有所回落

在支出法 GDP中，消费需求称为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国家

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表明，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8.6%，实际增长 5.5%。

名义增速比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回落 0.7个百分点（见图 2）。这表明，2019年支

出法 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
②2019年 1-11 月份，与政府消费支出相关的

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回落。

这决定了 2019年政府消费支出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
③

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增速的走势决定了 2019年消费需求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

2019年消费需求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57.8%，比上年回落 8.1个百分点；拉动 GDP增长 3.5

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 0.8个百分点。

① GDP 使用核算就是支出法 GDP 核算，为了与 GDP 生产核算相对应，经常把支出法 GDP 核算称

为 GDP 使用核算。

② 支出法 GDP 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区别参见“准确理解中国的收

入、消费和投资”（许宪春，2013）；在 GDP 核算中，各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和各支出项目增

长速度都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速度。

③ 政府消费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区别参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若干重要指标与有关统计

指标之间的比较，（许宪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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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季度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长率(%)

注：图中年度数据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季度数据为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长率。

2.投资需求增速有所回落

在支出法 GDP中，投资需求称为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长 5.4%，比上年回落 0.5个百分点（见图 3），相应地，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
①

① 支出法 GDP 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投资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区别参见“准确理解

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许宪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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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季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三大领域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对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走势产生重要影响。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8%，与上年持平；制造业投资增

长 3.1%，比上年回落 6.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9.9%，比上年上升 0.4个百分点。制

造业投资增速比上年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在低位，是导致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回落的重要原因；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并且增速有所回升，是稳定 2019年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的重要因素。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走势产生重要影

响。2019年，民间投资增长 4.7%，比上年回落 4.0个百分点。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6.8%，比上

年回升 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对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有控股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对于稳定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长 2.0%，比上年回落 5.4个百分点（见图 4）。相应

地，支出法 GDP中的存货变动增速比上年回落。
①

① 存货变动与存货之间的区别参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若干重要指标与有关统计指标之间

的比较，（许宪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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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和期末产成品存货季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的增速走势，决定了 2019年投资需求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

投资需求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31.2%，比上年下降 10.3个百分点；拉动 GDP增长 1.9个百

分点，比上年减少 0.8个百分点。

3.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

根据海关统计，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长 5.0%，货物进口增长 1.6%，货物贸易顺差比上

年扩大 25.4%。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服务贸易逆差较上年有所收窄。2019年，中国货物

和服务净出口由上年下降转为增长，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11%，比上年回升 18.4个百分点；

拉动 GDP增长 0.7个百分点，比上年回升 1.2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2019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57.8%和 31.2%，两

者合计，内需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9%，GDP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其中消费需求对 GDP

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

（三）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一般是利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及其主要构成部分，

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增速的角度分析经济运行。由于

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原因，2019年资金流量表在 2021年才能发布，满足不了当前从收入角度分

析经济运行的需要。因此，本文利用住户调查中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统计中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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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财政统计中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作为替代性指标进行分析。

从这一角度看，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由上年较快增长转为下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有所回落。

图 5是 2018-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速走势图。从中可以

看出,不论是名义增速还是实际增速走势都比较平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

速为 8.9%,比上年加快 0.2个百分点;实际增速为 5.8%,比上年回落 0.7个百分点。从 2017年第一

季度到 2019年四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在较小的区间内波动,

表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图 5 2018-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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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 3.3%，增速比上年回落 13.6个百分点。

如图 6所示，2019年该项指标持续负增长。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上年较快增长

转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工业产品销售增速回落。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 3.8%，比上年回落 4.8个百分点。 二是产品价格涨幅回落。2019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比上年下降 0.3%，涨幅比上年回落 3.8个百分点。三是成本上升。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08元，比上年增加 0.18元。四是钢铁、石化、汽车等重点行

业利润下降拉动作用明显。2019年，钢铁、化工、汽车、石油加工行业利润比上年分别下降 37.6%、

25.6%、15.9%和 42.5%，合计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上年下降 7.4个百分点。

2019年 1-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8%，比上年同期回落 2.7个百分点（见

图 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比上年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速回落。2019年，经

济增速比上年回落 0.6个百分点，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二是价格涨幅回落。

2019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比上年回落 3.8个百分点，带动以现价计算的全国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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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三是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受经济增速回落、价格涨幅回落等因素影响，企

业利润增速回落，带动工业和服务业税收增速回落，拉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

图 7 2018-2019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四）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就是运用有关价格指数反映经济运行中的价格变动。从这一角度看，

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上年有所扩大，工业生产者价格由

上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扩大影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实际

增速的走势，工业生产者价格由上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影响了工业企业利润的走势。

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 2.9%，涨幅比上年扩大 0.8个百分点，低于

3%左右的预期目标。1-12 月份，CPI同比分别上涨 1.7%、1.5%、2.3%、2.5%、2.7%、2.7%、

2.8%、2.8%、3.0%、3.8%、4.5%、4.5%，涨幅呈扩大走势。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 CPI涨幅的主

要原因。2019年，食品价格上涨 9.2%，比上年扩大 7.4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 1.81个百分

点。1至 12月份，食品价格分别上涨 1.9%、0.7%、4.1%、6.1%、7.7%、8.3%、9.1%、10.0%、

11.2%、15.5%、19.1%、17.4%，涨幅在 3月到 11月呈明显上升走势，12月有所回落。猪肉价

格上涨是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猪肉价格从 3月份起快速上涨，11月份涨幅高达 1.1

倍，全年平均上涨 42.5%，影响食品价格上涨约 5.04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一半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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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生猪生产出现积极变化，猪肉供给紧张状况有所缓解。12月份，

猪肉价格环比由涨转降，下降 5.6%；同比上涨 97.0%，涨幅比上月回落 13.2个百分点。受消费

替代效应影响，其他肉禽价格也上涨较多。全年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上涨 12.1%和 11.9%，鸡

肉和鸭肉价格分别上涨 11.7%和 8.1%，受年初天气条件不利、生产运输成本增加及消费升级等

多重因素影响，前三季度，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18.3%和 5.1%，四季度以来，应季水果大

量上市，鲜果价格同比转降且降幅逐月扩大，12月份下降 8.0%。鸡蛋、鲜菜和水产品价格小幅

上涨，涨幅均比上年有所回落；粮食和食用油等其他食品价格基本平稳。（赵茂宏，2020）

2019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下降 0.3%，涨幅比上年回落 3.8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8%，影响 PPI下降约 0.57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9%，

影响 PPI上涨约 0.24个百分点。可见，PPI下降是由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导致的。2019年，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 0.7%，涨幅比上年回落 4.8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

的九大类价格六降三涨。其中化工原料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5.2%，降幅最大；建筑材料及非金属

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4.2%，涨幅最高。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走势产生了影响。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比上年加快 0.2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比上年回落 0.7个百分

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比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比上年回落 0.7个百分

点。显然，由于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上年扩大了 0.8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也出现

了相反的走势。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上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影响了工业企业利润的走

势。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上年增长 10.3%转为下降 3.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由上年上涨 3.5%转为下降 0.3%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五）从结构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结构角度看，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

构继续改善。

产业结构继续改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2019年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53.9%，比上年提高 0.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9.4%，比第二

产业高 22.6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继续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二是高技术制造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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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高。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14.4%，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对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三是工业企业利润结构有所改善。2019

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比上年分别增长 4.8%和 3.0%，明显好于规模以上工业

平均水平；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比重比上年分别提高 1.2

和 1.6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继续改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消费需求继续保持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

作用。2019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7.8%，比投资需求贡献率高 26.6个百分点。其

次，消费结构继续优化，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 50.2%，比上年提高了 0.7个百分点（赵

同录，2020）。再次，投资结构继续改善。2019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7.3%，比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增速高 11.9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7.7%，比全部制造业

投资增速高 14.6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 36.4%，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8.7%，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8.7%，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

8.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6.5%，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增速高 10.0个百分点，其中环境监测

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33.4%，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增长31.9%，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29.1%，

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27.9%。2019年，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3.2%，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增速高 7.8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分别增长 17.7%和 13.9%。（彭

永涛，2020）

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

斜。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8%，高于人均 GDP增速 0.1个百分点。二是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9.6%，实际增长

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7.9%，实际增长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

义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1.7个百分点，实际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1.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

上年的 2.69缩小至 2.64。

（六）从新经济新动能角度看经济运行

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在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3.1个百分点；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8.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7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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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3.5%，新能源产业增长 14.9%，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 9.5%。2019

年，部分工业新兴产品快速增长，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高温合金、充电桩、城市轨道车辆

等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新兴产品继续高速增长，增速达到 32.6%—155.2%，服务机器人、

智能手环等智能化消费产品增速分别为 101.7%、38.9%、36.8%。（张卫华，2020）

以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正在快速成长。

2019年 1-11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0%、

12.4%和 12.0%，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 2.6、3.0和 2.6个百分点。

2019年 1-11月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25.7%和 16.6%，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 16.3和 7.2个百分点。2019年是 5G商用元

年，全国开通 5G基站 12.6万个。2019年 1-11月份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 1107.0亿 GB，

同比增长 77.4%。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9.5%，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1.5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7%，比上年提高 2.3个百分点。（杜希双，

2020）

二、2020 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展望

2019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指出，实现

2020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

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这为我们判断 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从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看。2020年 1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发布了世界银行的预测，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 5.9%，比 2019年实际增速低 0.2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 1.8%，比 2019年

实际增速低 0.5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 1.0%，比 2019年实际增速低 0.1个百分点。（世界

银行，2020）美国和欧元区是中国两大主要贸易伙伴，它们的经济增速变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

速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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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些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政策要求出发，考虑到年初爆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及地区经济增长走势，初步判断，2020年中国经济

增速有可能比上年有所回落，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速将比上年同期明显回落，二季度将会比一

季度明显回升，三季度继续回升，四季度趋于稳定，与 2019年年内经济增速回落的趋势恰好相

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可

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

（一）从生产角度展望 2020年经济增长

从生产角度，我们从两个方面对 2020年经济增长进行判断。第一个方面是新经济新动能。

前面已经指出，2019年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对于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保持经

济平稳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201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

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

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

样化升级。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要加快

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力源，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可以预期，在有关创新驱动政策的推动下，新经济新

动能在 2020年仍然会保持较快增长。

第二个方面是传统经济。传统经济增速仍然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对整体经济增速的影响

较大。201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

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大力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要依靠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制造业水

平。以上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会起到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作用。

（二）从需求角度展望 2020年经济增长

201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民生导向，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切实增加有

效投资，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要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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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判断，2020年，消费需求增速可能会比上年回落，回落幅度有限；投资需求增速与

上年大体持平；净出口需求增速有所回落。

居民消费需求在全部消费需求中占比大，居民消费需求增速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

需求增速的走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增速的变动产生较大影响。从近

几年的情况看，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上升，往往会拉动次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速上

升；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回落，往往会拉动次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回落。从本文

第一部分可知，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比上年加快 0.2个百分点，实际增速

比上年回落 0.7个百分点。同时，根据 201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推动消费稳定增长，

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的政策要求，初步判断，2020年消费需求增速有可能比上年回落，但回

落幅度有限。

如前所述，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在低位，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产生了向下拉动

作用，国有控股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对于稳定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起到了重要作用。2019

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

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

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

增长极。要扎实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措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据此判断，2020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将会有所回升，国有控股投资将会保持增长势头，对于稳定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起到重

要作用。

201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

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要降低关税总水平。发挥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推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健全“一带一路”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上述一系列政策要求对于稳

定货物和服务出口具有重要作用。

（三）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的角度展望 2020年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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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广泛蔓延，对全国各地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

很大影响，对 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由于新型肺炎还在持续，目前准确判断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很困难。现有研究大多参照非典型肺炎对 200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判断

新冠肺炎对 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典型肺炎对 200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季

度。2003年一至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 11.1%、9.1%、10%和 10%，二季度经济增速比前

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低 1.5个百分点。按照 2002年二季度 GDP占全年 GDP的比重粗略推算，

二季度经济增速的回落对 2003年全年经济增速的影响大约在 0.4个百分点左右。从全年看，受

非典型肺炎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其增加值增长 9.5%，比上年减缓 1.0个百分点。按照 200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粗略推算，第三产业增速回落对 2003年经济增速的影响也大

约在 0.4个百分点左右。

然而在参照非典型肺炎研究新冠肺炎对 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两次肺

炎发生的国际国内经济增长背景的差异：一是新冠肺炎与 2003年非典型肺炎发生的世界经济增

长背景不同。非典型肺炎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速上行期，从 2001-2004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

1.95%、2.18%、2.96%、4.40%①
，呈明显的上升走势。同时，中国刚刚加入WTO，中国货物出

口迅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从 2002年到 2007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速始终

保持在 20%以上，其中 2003年和 2004年均为 35%，非典型肺炎对货物出口的影响很快得到弥

补。本次新冠肺炎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长下行期，2017年到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 3.11%、

2.97%与 2.4%②
，逐年下降，加上持续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货物出口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从 2017年到 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速分别为 11%、7%与 5%，呈现

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新冠肺炎对货物出口的影响不容易迅速弥补。二是国内经济增长背景

不同。非典型肺炎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上升期，随后呈现出持续 5年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2003

年 10%、2004年 10.1%、2005年 11.4%、2006年 12.7%、2007年 14.2%）。消费需求和投资需

求，尤其是投资需求保持快速增长，2003年到 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

速均保持 20%以上。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期，2017年至 2019年中国经济增

速分别为 6.9%、6.7%和 6.1%，增速逐年回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尤其是投资需求增

① 2001 至 2004 年世界经济增速年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② 2017、2018 年世界经济增速年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年度数

据来源于《全球经济展望》（世界银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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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在明显放缓，2017年至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分别为 7.2%、5.9%和 5.4%。

新冠肺炎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弥补。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 2003

年非典型肺炎，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具有有利条件。首先，中国政府控

制这次新冠肺炎的措施迅速而严厉，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短于非典型肺炎，2020年中国政府具

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与空间采取逆周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恢复经济；其次，2019年中国 GDP

总量已经接近 100万亿元，2003年时仅有 13.7万亿元，当前抵御这次新冠肺炎风险的能力显著

增强；再次，目前中国新经济新动能正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消费者

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购物，从业者可以选择居家办公，诸如此类的线上行为，会给新冠肺炎造成

的线下销售减少与工作不便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这次新冠肺炎对 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非典型肺炎对 2003

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影响表现在一季度，二季度的影响会明显减弱，三季度在一系列政策

的作用下经济增速会出现反弹，四季度将保持平稳增长。所以 2020年年内中国经济增长会与

2019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即回升的趋势。因此对于这次新冠肺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必过于

悲观，但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四）从收入角度展望 2020年各类经济主体收入增长情况

从收入角度判断，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可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

经济增速和有关民生方面的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重要影响。2020年经济增速回落将对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产生向下拉动作用。2019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巩

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要强化民生导向，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

作，持续改善人民生活。这些政策要求将促进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综合上述两方面

因素，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有限。

初步判断，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如下：一是

营业收入增速回落。初步判断，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将比上年有所回落，带

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回落。二是产品价格涨幅回落。初步判断，2020年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将继续位于下降区间，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回落。三是 2019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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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僵尸企业”处置，这些政策要求将有利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回升。综合以上

几个方面因素，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可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不

会很大。

初步判断，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经济

增速回落。根据前面的判断，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从而影响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二是价格涨幅回落。根据前面的判断，2020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将

继续位于下降区间，带动以现价计算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三是企业利润增速回

落。受经济增速回落、生产者价格涨幅回落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带动

税收增速回落，拉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

三、主要结论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继续改善，新

经济新动能迅速成长，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本文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使用和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

府之间的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从生产、需求、收入、价格、结构和

新动能等角度分析了 2019年经济运行情况。从生产角度看，2019年中国 GDP增速呈回落走势，

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三产业对 GDP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但其增速回落也对 GDP

增速回落产生了主要影响；前三季度 GDP增速逐季回落，主要是制造业增速逐季回落带动的。

从需求角度看，2019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均有所回落，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

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但 GDP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特别

是消费需求对 GDP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从收入角度看，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

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上年较快增长转为下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速有所回落。从价格角度看，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上年有所扩大，工业生产者价格由上

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导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与名义增



21

速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也出现了相反的走势；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由上年较快上涨转为下降影响了工业企业利润的走势。从结构角度看，2019年

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从新经济新动能角度看，高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在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从生产、需求、新型肺炎影响、收入等角度对 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展望。从

生产角度判断，创新驱动等方面经济政策将会推动新经济新动能在 2020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减缓传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从需求角度判断，消费需求增速可能会比上年回落，回落幅度有

限；投资需求增速与上年大体持平；净出口需求增速有所回落。综合生产、需求和新型肺炎的

影响，初步判断，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比上年有所回落，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速将比上

年同期明显回落，二季度会比一季度明显回升，三季度继续回升，四季度趋于稳定。所以 2020

年年内中国经济增长会与 2019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即回升的趋势。从收入角度看，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可能会比上年有

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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