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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增长进一步回落 

进口的增长大幅下降 
 

1-2 月份，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有

些反弹，但是从投资增长速度的稳步下降和进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看，宏观经济

形势正在进一步趋于稳定。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6.9%，增速比上年四

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轻工

业增长 17%，比上年四季度提高 4个百分点，

重工业增长 16.9%，比上年四季度回落 0.5 个

百分点，两者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改变了重

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格局。 

    分经济类型看，增速下降的是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增幅比上

年四季度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他经济类型呈

不同程度的上升，集体企业同比增长 12.6%，

增幅提高3.9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增长17%，

增幅提高 1.8 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

业增长 18.2%，增幅提高 2.8 个百分点。 

 

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 3.9%，涨幅比 1月份上升 2个

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3.6%，农村

上涨 4.5%。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 2.4%，

涨幅比 1月份上升回落 1.5 个百分点。造成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突然以较大幅度反弹的原因

可能较为复杂。比如可能存在着春节因素的影

响，仅需把 1、2 月的涨幅合并进行观察就可

以消除该因素的影响，1-2 月份的平均涨幅为

2.9%，仅比上年 12 月份的涨幅高 0.5 个百分

点，而与 11 月份的涨幅相当，因此反弹的力

度并不大。分类别看,造成 2 月份居民消格涨

幅上升的因素是：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8.8%，

涨幅比 1月份增大 4.4 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 0.6%，降幅缩小 2 个百分点；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价格上涨 3.3%，涨幅增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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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食品价格涨幅

增大。但是在所有这些导致价格上涨的因素当

中，有多少是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所引起，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观察。 

 

2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4%，涨幅比 1 月份回落 0.4 个

百分点，是连续第 4 个月回落，

已比最高的 2004 年 10 月份回落

2.8 个百分点。虽然国际原油价格在 2 月份

后的再次上涨会对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回落走

势不利，但考虑到基数的作用和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回落的影响，涨幅回落的走势将会进一步

延续。从构成看，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 7.2%，涨幅比 1 月份缩小 0.6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上涨 0.4%，涨幅比上年

1 月份增大 0.1 个百分点。 

 

1-2 月，城镇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24.5%，增幅比 2004 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再扣除投资物品价

格上涨的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只有19.4%，

已下降到 20%以下，比去年 12月的 20.8%也有

了进一步的下降。 

   要评价当前的投资增长速度，必须注意两

个因素，一是基数影响，2004 年 1-2 月份的

投资增长率很高，会造成今年的投资增长率相

对较低；二是投资增长速度通常是年初高、年

末低，近几年的情况总是如此。这两个因素的

作用正好相反，且影响的力度也差不多，因此

可看作互相抵消。从绝对水平看，投资的目前

增长率大约与 2002 年相当，明显低于 2003 年

和 2004 年的水平，再加上目前的投资价格指

数明显高于 2002 和 2003 年的水平，而 2002

年的经济并没有过热，因此投资增长率已经有

了实质性的回落。 

    分产业看，投资增速回落是由第二产业带

动的。1-2 月份，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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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比 2004 年回落 10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

增长 36.4%，增幅回落 1.7 个百分点；制造业

增长 19.8%，增幅回落 12.5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增长 21.8%，增幅与上年持平。 

 

宏观经济趋于稳定的另一明显迹

象，是进口增长的大幅回落。1-2

月份，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6.6%，增幅与上年四季度相当，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51.1%，加工

贸易出口增长 27.1%；而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8.3%，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大幅回落 27.3 个百

分点，其中一般贸易进口下降 1.7%，加工贸易

进口增长 19.5%。1－2 月的贸易顺差已达到

111 亿美元。这种格局的出现，对我国下一阶

段的国际经济关系会产生一定影响，有可能加

剧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会使对人

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加大，已是经济决策中需

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实际增长 13.6%。虽然增幅比上

年四季度低 0.5 个百分点，但仍可

看作基本稳定。估计其未来走势将会在目前的

水平小幅波动或略有回落，而不会进一步延续

上升走势。（请注意由于从 2004 年第四季度

开始，消费增长率的大幅度上升，有统计口径

调整的因素）。 

 

2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9%，

增幅比上年末降低0.7个百分点；狭

义货币M1同比增长10.6%，增幅比上

年末降低3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同比增长

14%，增幅比上年末提高5.3个百分点。M0和M1

的增速变化主要是春节因素造成的。从消除不

可比因素后的走势图看，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

长速度在近几个月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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