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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急速下滑 
物价趋于通缩 

 

最近几个月，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我国全方位地采取

调控措施，调控力度很大，但政策发挥作用尚需一定时间，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不断加重，

因此 11 月份的经济运行状况延续大幅下滑走势，物价下跌幅度明显加大，进出口状况急转

直下，由快速增长转为下降，经济开始滑向衰退。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5.4%，增幅比上半年

回落 10.9 个百分点，呈连续快

速回落走势，创出了有工业增加值统计以来

的新低,已明显地低于上次经济低谷 1998 和

1999 年的最低水平。从消除季节因素后的工

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看，最近两个月的工业产

出水平连续下降，11月份的产出水平大约比

9月份下降了 3%，已降到至今年 4、5月份的

水平。产出水平连续下降在我国经济中极为

罕见，是经济滑向衰退的重要标志。 

    分经济类型看，全球金融危机对国有和

三资企业影响较大。11月份，国有及国有控

股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 0.7%，增速比上半年

回落 12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增长 1.5%，增

幅回落 12.8 个百分点。 

重工业遭受的影响更为严重。11 月份，

重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 3.4%，增幅比上半

年回落 13.9 个百分点；轻工业增长 10.1%，

增幅比上半年回落 3.7 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根源在于总需求严

重不足。11月份，在工业产出水平下降的情

况下，产品销售率仅为 97%，同比下降 0.95

个百分点。轻重工业增长率的不对称变化也

反映了这一点，轻工业增速回落幅度较小就

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依然增长较快。从造成

总需求不足的原因看，首先是外需下降，11

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6448.5 亿元，

同比下降 5.2%；其次是价格下跌引起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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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减少，这与上半年价格上涨时的情况正

好相反，存货需求的急剧变化往往是引发经

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三是房地产市场萧条导

致房地产投资需求减少。 

 

11月份，我国进出口状况急转直

下，呈跳跃式变化，仅一个月的

时间，进出口总额就由之前的快

速增长转为下降，如此大的变化是以前未曾发

生过的。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

冲击很大，但进出口增速的回落也是逐步进行

的。11 月份的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2.2%，进口

总额下降17.9%。由于进出口大多是按订单进

行的，提前期大约为 2-3 个月， 这一时期长

度正好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 11 月份的时

间长度。这说明两者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 

加工贸易遭受的影响更加严重。11 月

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4.6%，增速比上月回

落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下降10.9%。

一般贸易进口下降 13%，加工贸易进口下降

25.2%。 

     

1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 2.4%，涨幅不断走低，比上

月回落 1.6 个百分点，消除季

节因素后价格水平比上月约回落 0.7%。其中

涨幅回落幅度较大的类别是食品价格和居

住价格，分别上涨 5.9%和 1.1%，涨幅分别

比上月回落 2.6 和 3.6 个百分点。 

工业品出厂价格快速回落。11月份同比

上涨 2%，涨幅比上月回落 4.6 个百分点。消

除季节因素后的价格水平已连续 3 个月下

降，并且降幅不断增大，3 个月的累计降幅

已达到 5.5%，其中 11月份降幅超过了 3%。 

原材料价格降幅不断加大。11月份同比

上涨 4.7%，涨幅比上月回落 6.3 个百分点。

价格水平已连续 3个月下降，累计降幅已达

到 6.9%。根据世界市场大宗产品价格走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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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原材料价格不久之后发生通货紧缩，已

经是很可能的事了。 

     

我国从 9 月份开始实施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众多措施，

但金融运行状况下滑的惯性非常

强，因此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11 月份的金

融态势在偏低状态进一步走低。货币供应量

M2同比增长 14.8%，同比下降 3.7 个百分点；

货币供应量 M1同比增长 6.8%，同比回落 14.9

个百分点，已比 1998 年的最低水平低 2.1 个

百分点；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3%，

同比下降 9.9 个百分点，其中活期存款余额增

长 4%，同比下降 19.6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16%，同比下降 1个百分点。 

 

1-11 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26.8%，增幅与上年同期相当，

也与上半年持平，保持稳定快速增

长态势。考虑到最近几个月的原材料价格涨幅

回落很快，因此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是上升的。 

房地产市场萧条程度加剧。1-11 月份，房

地产投资增长 22.7%，增速不断走低，增速比

上半年回落 10.8 个百分点，其中 11月份仅增

长 7.7%，已降至很低的水平。商品房销售状

况进一步恶化，1-11 月份累计销售面积下降

18.3%。前 11 个月购置的土地面积同比下降

5.9%。各种来源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同比仅

增长 4.2%，其中个人按揭贷款下降 25.6%。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20.8%，增幅连

续 2 个月回落， 累计回落

2.4 个百分点。但实际增长率进一步走

高，11 月份增长 17.6%，比上月提高 1

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是轻

工业仍能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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