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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形势更加严峻 

工业品价格降幅加大 

           
7月份，我国经济走势依然疲弱，出口形势变得更严峻，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进一

步加大，5、6月份呈现的经济回稳特征没有得到强化。 

 

我国出口增速曾在二季度有所

企稳，由之前的快速回落转为略

有回升，但 7月份的出口再次急

转直下，同比仅增长 1%，增速比二季度又下

了一个大台阶，降低幅度高达 9.5 个百分点。

由于外部环境在近几个月变动不大，而国内

也没有会对出口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

因此出口下滑很难找到具体的原因，但我们

仍有必要对此预以特别重视。出口增速降至

明显低于 10%的水平，将会导致我国经济继

续下滑，实现经济回稳将更加困难，调控措

施的力度显然需要进一步加大。 

    分国别（地区）看，对欧、美出口的回

落幅度较大。7 月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

16.2%，降幅比二季度扩大 16.2 个百分点；

对美国出口增长 0.6%，增幅比二季度回落

13.8 个百分点。对日本、东盟和新兴经济体

的回落幅度较小，大多在 6 个百分点左右。

对香港出口一枝独秀，同比增长 17.3%，增

速比二季度提高 3.9 个百分点。 

     7 月份，我国进口走势强于出口，当月

同比增长 4.7%，虽然增速比二季度降低 1.8

个百分点，但回落幅度不大。由于进口增速

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并且增速下滑的趋势

仍在延续，虽然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确实也表明国内需求偏弱的状况还

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下一阶段，加大进口应

主要从扩大内需入手，这样的调控不仅可以

改善外部失衡，同时还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回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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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9.2%，增速比二季度降低

0.3个百分点，再次呈现下滑走

势。从消除季节因素后的数据看，7月大约比

上年12月增长3.1%，折合成年率仅为5.5%，预

示着同比增速仍将下行。分轻重工业看，7月

份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虽然增速比

二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但应谨慎看待；重

工业增加值增长8.8%，增速再创新低，比二季

度回落0.7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看，投资和

消费的增速基本稳定，而外需仍在下滑，因此

经济增速回稳尚需时日。 

发电量低速增长。7月份，发电量同比仅

增长2.1%，虽然增速略高于二季度，但依然是

很低的。如此低的增速只有1997-1998年和

2008-2009年出现过，这两个时期分别对应着

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由发电量透露

出来的当前经济状况似乎相当严峻。 

汽车产业依然低迷。7月份，汽车产量同

比增长12.3%，表面上看起来增速较快，但主

要是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所致，消除季节因素后

产出规模在近几个月没有提高。从目前的走势

看，8月份以后，随着上年同期基数的抬高，

汽车产量有可能再次陷入同比下降。 

 

7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降至

2%以下，同比上涨 1.8%。随着消

费价格涨幅降至较低水平，人们

对其未来走势判断也出现了一定分歧。由于货

币供应量增速仍位于较低水平，再加上全球经

济和国内经济都在低位徘徊，因此依然可以对

通货膨胀未来走势作乐观判断，纵然个别月份

出现微幅反弹，但消费价格涨幅将可以在较长

时间内保持在 2%以下的较低水平。但是最近

有关美国大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消息，

有可能引起国际粮价高启，影响到我国的食品

价格，需要密切关注。 

7 月份，工业购销价格降幅增大较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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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9%，购进价格同比下

降 3.4%，降幅分别比上月增大 0.8 和 0.9 个

百分点，消除季节因素后的环比降幅分别为

1.2%和 1.5%，下降很快。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工业购销价格降幅超过目前水平的只有三

次，第一次是 1998 年，即亚洲金融危机时期；

第二次是 2001 年，正好对应着经济低谷；第

三次是 2008 年，即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因此，

目前的工业购销价格降幅是很大的。 

 

7 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13.9%，增速比上月末加快 0.3 个

百分点；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

4.6%，增速比上月末降低 0.1 个百分点；金融

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增速与上

月持平；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7.1%，

增速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 5401 亿元，虽然同比多增 485 亿元，

但却比前几个月少增较多，位于年内的较低水

平。综合起来看，货币政策的微调力度较弱，

主要金融指标的增速依然位于较低水平，难以

对经济回稳形成有力支撑。 

 

7 月份，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20.4%，增速与二季

度相当，基本保持稳定。但政府

主导的投资力度没有持续增强，国有及国有控

股投资同比仅增长 7.6%，增速比二季度回落

8.5 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 

7 月份，房地产市场继续回暖，商品房销

售面积同比增长 13.2%，是去年 10 月以来增

速首次转正，但只是恢复性增长。房地产开发

投资仍在下滑，当月同比增长 9.8%，增速比

二季度降低 3.3 个百分点。当月购置土地面积

大幅下降，降幅高达 54.7%。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1%，增速比二季度降低 0.8 个百分点，扣

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2.2%，增速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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