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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明显回暖 

进出口增速再次加快 

           
8月份，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仍较平稳，但出现了一些回暖迹象，汽车市场回暖特

征明显，出口增长速度再次加快，缓解了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涨幅出现小幅回落，但通货膨胀仍处在高位，控制通胀的难度依然较大。欧盟、美国等经

济体的增长接近停滞，不能排除再次衰退的风险，需做好应对准备。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3.5%，增速低于上月，

接近于年内的最低水平。增速回

落主要是受重工业带动，8月份

增加值同比增长13.5%，增速比上月回落1个百

分点。轻工业则比较稳定，同比增长13.4%，

增速自去年初以来变动很小。轻工业增速稳定

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事实相吻合，重工业增

速回落是受调控政策、汽车市场疲软等因素的

影响。 

    8月份，发电量反映出的经济状况不太理

想，当月同比增长10%，虽然增速不算低，但

却是年内最低的，并且比上月回落3.2个百分

点，回落幅度很大。不过，这种状况也可能源

于产出结构的变动，如水泥产量增速回调。 

对于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势，我们持谨慎乐

观的看法，主要理由是： 

一是汽车市场回暖特征明显。汽车产销在

4、5月份大幅下降，车市陷入了低谷，但在此

之后趋于回升，6月份同比增速已经转正，8

月份汽车销售量同比增长4.2%，汽车产量同比

增长9%，轿车产量同比增长则达到了15.9%。

从消除季节因素后的汽车产出规模看，今年前

5个月的产量不断下降，6月恢复增长，且增长

很快，估计9月的产量水平将可创出历史新高。 

二是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居大。受

外部环境动荡不稳、发达经济体增长停滞、人

民币币值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

影响，我国出口增长是否会出现明显回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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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令人担忧的问题，6月份出口增速降至20%

以下似乎印证了这种可能性，但7、8月情况却

又转为快速增长。只要美欧经济不出现深度衰

退，出口快速增长的总体趋势就可持续。 

三是二、三城市的商品房限购对经济增长

的不利影响是暂时的。商品房限购主要是限制

投机需求，住房的消费需求不会受影响。限购

政策会改变人们预期，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住房消费需求必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但今年商品房销售量增长并不是很快，1-8月

份同比增长13.6%，没有超出住房消费需求增

长的合理水平。 

  

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6.2%，涨幅比 7月回落 0.3 个百

分点，人们期待已久的回落终于

出现，但还不能把这种状况理解为通货膨胀已

经得到控制。首先，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仍然

偏高，虽然同比涨幅在 10月和 11月会明显回

落，但要回落到适度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而

在回落过程中都不能放松调控，否则通货膨胀

就有可能出现反弹；其次，消费价格仍在上涨，

虽然 8月份环比仅上涨 0.2%，是年内最低的，

但环比涨幅有所波动是正常的，目前尚不具备

降低的条件，环比涨幅的明显回调至少要到明

年二季度，并且还需要调控政策配合才有可

能。 

    从内部构成看，8月份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主要是受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回调的带动。

8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3.4%，涨幅比 7

月回调 1.4 个百分点，环比仅上涨 0.2%；居

住类价格上涨 5.5%，涨幅比 7 月回落 0.4 个

百分点。从走势看，居住类价格涨幅的回调是

不可持续的；食品价格涨幅的回调也不可能这

么快，环比涨幅会再次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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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央行以不断提高存款

准备率等措施实施货币政策，取

得货币量 M2 和 M1 增长率不断回

落的效果，但离控制通胀的要求

仍有一定差距。8月末，货币供应

量 M1 余额同比增速 11.2%，虽然增速一直在

缓慢回落，但按可比口径计算的增速仍达

17%，高于经济增长所需的正常水平；货币供

应量 M2 同比增长 13.6%，增速回落速度快于

M1，目前的增速也已位于较低水平。但 M2 增

速降低在相当程度是由居民储蓄的投资渠道

多元化造成的，8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同

比增长 13.2%，增速比上年末回落 3.1 个百分

点，而同期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加快的。同时，

受负利率加剧的影响，M2 中的活期存款比重

上升，这也是导致M1增速明显超过M2的原因。

总之，M2 增速降至较低不能等同于通胀压力

减弱。 

 

8 月份，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4.5% ，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30.2%，两者增速在最近两个月

连续上升，并且上升力度较大，再次实现了

快速增长。在外部环境不稳和出口商品价格

涨幅较大的情况下，出口能再次恢复高增长

说明我国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很强。进口的

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内需状况的反映，同

时也与今年加大进口的调控目标有关。 

8月，我国商品贸易顺差规模有所缩小，

为 177.6 亿美元，比前两个月都小，也低于

上年同期水平。顺差规模缩小是由进口增速

上升幅度较大引起的，这可以作为下一步调

控外部失衡的主要手段，加大进口要比限制

出口对我国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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