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宏数据库：中宏数据库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等众多权威机构联合研制。信息内容主要来自各大经济管理部门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是各类经济信息的最大整合平台。 

 

·1· 

《中宏跟踪》系列研究报告（2006.2） 

 

中国经济形势跟踪研究报告 

 目 录  

一、运行状况 

工业生产继续较快增长 ........................................................ 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较快 .................................................... 2 
财政收支平稳增长 ............................................................ 3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 3 
出口增速继续回落，进口增速明显回升 .......................................... 4 
消费品市场旺季不旺 .......................................................... 5 
物价涨幅明显回落 ............................................................ 5 

二、当前经济运行特点分析 

（一）增长仍处高位，趋势温和下调 ............................................ 6 
（二）三方角力，变数较大 .................................................... 6 

三、当前需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1．产能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并存 ................................................. 7 
2．通货紧缩压力增大 ......................................................... 7 
3．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 8 
4．外贸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 9 

2006 年 2 月主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  

2006 年 2 月份地区工业增加值和投资情况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趋势图 

工业增加值 ................................................................. 15 
固定资产投资 ............................................................... 16 
消费品零售总额 ............................................................. 16 
外贸进出口 ................................................................. 16 
货币供应量 ................................................................. 17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 1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8 
能源消耗 ................................................................... 18 
货运量 ..................................................................... 19 

 
 



运行状况 
 

 
中宏数据库：自 2000 年以来，经过不断研发升级，中宏数据库已成为子库达 80 余类、容量超过 100 万条、字数达

20 亿字的巨型经济数据库，是目前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经济数据库。并实现了无缝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2· 

一、简要情况

工业生产继续较快增长。2 月份，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

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5473.09 亿元，同比增长 20.1%，1－2 月累计增长 16.2%，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

0.7 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速继续快于轻工业，1－2 月轻工业增长 14.2%，重工业增长 17.1%，两者相

关 2.9 个百分点，表明当前工业增长投资带动特征较为明显。 

从主要行业看，纺织业增长 15.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9.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增长 2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8.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增长 21.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 19.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5.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1.7%。从主要产品看，原煤、原油和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9.6%、2.5%

和 11.2%，生铁、粗钢和钢材的产量分别增长 19.9%、16.8%和 21.3%，水泥产量增长 21.3%，汽车产

量增长 40.6%，其中轿车增长 83.1%。 

产销衔接基本正常，但同比增速有所回落。1－2 月，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6.99%，同比下降

0.28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共完成出口交货值 7454 亿元，同比增长 24.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较快。1-2 月，城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29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6%，

同比增幅提高 2.1 个百分点，和去年 1－12 月比增速放 慢 1.4 个百分点，整体上仍保持小幅回落

的趋势。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 2500 亿元，增长 16.4%，同比大幅提高 11.9 个百分点；房

地产开发投资经过前期大幅下滑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期，1－2 月完成投资额 1436 亿元，增长

19.7%，同比回落 7.3 个百分点，和去年底增幅基本持平。 

从影响投资继续高位增长的因素看，一是地方投资增长仍然强劲。1－2 月，中央项目投资 545

亿元，同比增长 19.3%；地方项目投资 4749 亿元，增长 27.5%，地方项目所占比重由去年的 87.6%

上升到了前两个月的 89.1%。二是资源性行业和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产业投资增长速度明显较快。如

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 39 亿元，同比增长 27.3%；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 542 亿元，增长

14.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 108 亿元，增长 21.4%；铁路运输业投资 50 亿元，增长 244.8%；

非金属矿采选、制品业投资 86 亿元，增长 46%；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 42 亿元，

增长 23.6%。而受国家政策抑制的行业投资增长明显放慢，如黑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

资 162 亿元，仅增长 1.6%。但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 24 亿元、2195 亿元和 3075

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4.5%、28.8%和 25%，第一产业增幅同比回落了 35.4 个百分点，表明当

前投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仍很不够。三是新开工项目增加较多。1－2 月累计施工项目 4858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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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况 
同比增加 9913 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97652 亿元，同比增长 39.8%；新开工项目 11723 个，同比

增加 4140 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6348 亿元，同比增长 33.4%。 

从资金来源看，资金到位情况较好。城镇投资到位资金 9398 亿元，同比增长 29.7%，同比提高

7.3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增长较快，是带动整个资金增长的主要力量，1－2月国

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分别增长 31.9%和 38.2%，同比增幅分别提高 17.5 和 16.1 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

资金增长 14%；利用外资增长 34.5%。 

从三大地区投资增长情况看，中部地区投资增长明显加速，东部地区投资有所放慢。1－2 月，

东部地区完成投资 3396 亿元，同比增长 23.2%；中部地区完成投资 920 亿元，增长 37.5%，在整个

投资中所占比生由去年同期的 16%上升为 17.4%；西部地区完成投资 945 亿元，同比增长 28.8%。总

体来看，目前地方投资冲动仍较强烈，前两个月，投资增长 40%以上的省份有 7 个之多，绝大多数省

（市）的投资保持 30%以上的增长，表明当前投资调控的任务仍然较重。 

财政收支平稳增长。2 月当月增长 17.7%，财政支出增长 5.9%，当月收大于支 975 亿元。1－2

月累计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 21.7%和 25.1%，收去相抵，收大于支 2618 亿元。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M1 和M1 增速差距有所收缩。2 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增速加快的势头有所

减缓，狭义货币供应量M1 增速有所回升，现金投放正常；人民币贷款继续同比多增；居民储蓄存款

保持稳步较快增长，企业存款增速回升；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速回落，狭义货币供应量 M1 增速加快。2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0.45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8.8%，增幅比上月末下降 0.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 10.44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2.4%，增幅比上月末高 1.8 个百分点。2 月末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为 2.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

当月净回笼现金 4828 亿元，春节前投放现金大部分已回笼完毕，现金投放正常。 

人民币各项贷款继续多增。2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 21.3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3.4 %，增幅比上月末高 0.3 个百分点。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2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

增幅比上月末高 0.3 个百分点。2 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491 亿元，同比多增 532 亿元。当月新增

票据融资 339 亿元，同比多增 329 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下降 141 亿元，同比少增 281 亿元。 

居民储蓄存款保持稳步较快增长，企业存款增速提高。2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

项存款余额为 31.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增幅比上月末高 1 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户存款同比

增长 16.8%，增幅比上月末下降 2.4 个百分点；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同比增长 19.8%，增幅比上月末上



 

 
中宏数据库：自 2000 年以来，经过不断研发升级，中宏数据库已成为子库达 80 余类、容量超过 100 万条、字数达

20 亿字的巨型经济数据库，是目前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经济数据库。并实现了无缝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4· 

运行状况 
升 4.8 个百分点。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29.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7%，增幅比上月末高 2.7

个百分点。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15.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3%，增幅比上月末下降 2.8 个百

分点；企业存款余额为 9.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8%，增幅比上月末上升 4.4 个百分点。 

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下降。2 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成交 2.28 万亿元，日均成

交 1265 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1.6%，同比多成交 225 亿元，交易活跃。受春节后金融机构资金

回流的影响，当月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和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1.58%和 1.35%，比

上月分别下降 0.3 和 0.39 个百分点。 

出口增速继续回落，进口增速明显回升。据海关统计，2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值 1058.5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5.8%。其中：出口 541.5 亿美元，增长 22.3%；进口 517 亿美元，增长 29.6%。当月

贸易顺差 24.5 亿美元，相比上月减少 71.1 亿美元，是自 2004 年 8 月以来单月顺差最少的月份。1-2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263.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其中：出口 1191.9 亿美元，增长

25.5%，比去年同期回落 10.7 个百分点；进口 1071.8 亿美元，增长 27.4%，回升 19.1 个百分点。 

前两个月，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进口增速持续回升。1-2 月份，我国一般贸易进出

口 957.5 亿美元，增长 22.3%。其中：出口 495.9 亿美元，增长 19.6%，比去年同期大幅回落 31.5

个百分点，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41.6%；进口 461.6 亿美元，增长 25.5%，而去年同期下降 1.7 个百分

点。同期，加工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2 月份，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 1090.4 亿美元，增长 29.5%。

其中：出口 646.5 亿美元，增长 28.8%；进口 443.9 亿美元，增长 30.6%。 

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1-2 月份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

边贸易总额 352.7 亿美元，增长 19.4%。美国保持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 332.9

亿美元，增长 25.3%。日本仍然处于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 273.9 亿美元，增长 11.7%。

此外，1-2 月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 212.8 亿美元，增长 28.2%，继续保持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从地区看，广东、江苏、上海稳居对外贸易前 3强。海关统计显示，1-2 月份广东省进出口总值

636.3 亿美元，增长 28.4%，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28.1%，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省份。同期，

江苏、上海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367.9 亿美元和 318.5 亿美元，分别增长 24.5%和 22.1%。 

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势良好。据海关统计，1-2 月份，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689.7 亿美元，增长 34.3%，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57.9%。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

口 280.5 亿美元，增长 42.9%；机械及设备出口 240.9 亿美元，增长 2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357.7

亿美元，增长 36.9%。同期，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平稳。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107.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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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5.6%；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59.9 亿美元，增长 15%；鞋类出口 31.2 亿美元，增长 16%；

塑料制品出口 18 亿美元，增长 23.5%；彩电出口 11.9 亿美元，增长 53.9%；钢材出口 366 万吨，增

长 22.7%。原油、成品油出口一降一升，1-2 月份出口原油 43 万吨，下降 25.5%；出口成品油 207 万

吨，增长 14.2%。 

在进口商品中，汽车进口大幅增长。据海关统计，1-2 月份，我国进口初级产品 266.4 亿美元，

增长 41.2%。同期，进口工业制品 805.4 亿美元，增长 23.4%，占同期进口总值的 75.1%。其中：进

口机电产品 574.2 亿美元，增长 31.8%；进口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118.6 亿美元，增长 11.4%；进口

汽车 2.9 万辆，增长 1.1 倍；进口钢材 283 万吨，下降 19.5%。 

消费品市场旺季不旺。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64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其

中 1 月份增长 15.5%，2 月份增长 9.4%。根据历史经验，前两个本该是消费旺季，但和去年同期比，

消费名义增长回落了 1.1 个百分点，表明当前消费增长的动力不足。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8496 亿元，同比增长 13.2%；县及县以下零售额 4147 亿元，增长 11.1%。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

售额 10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7%；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1760 亿元，增长 13.1%；其他行业零售额

238 亿元，增长 1.1%。分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吃、穿、用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3.5%、16.6%和 24.5%。其中，粮油类增长 18.9%，肉禽蛋类增长 7.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6.6%，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3.0%，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16.2%，日用品类增长 15.0%，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7.3%，化妆品类增长 16.6%，家具类增长 11.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18.4%，

金银珠宝类增长 23.0%，通讯器材类增长 24.8%，汽车类增长 29.5%，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40.6%。 

物价涨幅明显回落。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 0.9%，比上月回落 1 个百分

点。其中城市上涨 0.9%，农村上涨 0.8%；食品价格上涨 1.2%，非食品价格上涨 0.7%；消费品价格

上涨 0.7%，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1.4%。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1 月份上涨 0.5%。1-2 月

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1.4%。从八大类别看，2 月份，食品类价格比去年同

月上涨 1.2%。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1.0%，油脂价格下降 6.0%，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 6.6%，鲜蛋

价格下降 14.1%，水产品价格下降 1.5%，鲜菜价格上涨 14.6%。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0.2%。

其中，烟草价格下降 0.1%，酒类价格上涨 0.5%。衣着类价格同比下降 1.4%。其中，服装价格下降

2.0%。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6%。其中，耐用消费品价格持平，家庭服务及加工维

修服务价格上涨 5.6%。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0.5%。其中，西药价格下降 1.5%，中药

材及中成药价格下降 1.9%，医疗保健服务价格上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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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 1.0%。其中，交通工具价格下降 1.9%，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上涨

11.2%，车辆使用及维修价格上涨 2.1%，城市间交通费价格上涨 1.4%；通信工具价格下降 17.8%。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下降 0.5%。其中，学杂托幼费价格上涨 1.0%，文娱费价格

上涨 1.6%，旅游价格下降 1.6%，文娱用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5.3%。 

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 5.2%。其中，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 8.4%，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 2.6%，

租房价格上涨 1.4%。 

二、当前经济运行特点分析

（一）增长仍处高位，趋势温和下调 

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朝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保持了平稳较快的良好态势。在实现高速增

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物价水平。但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并未扭转，过剩产能集中释放，通缩压力

加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宏观经济运行仍处高位，主要表现为工业增长较快，三大需求增长继续处于高位，同时物价增

长趋稳。从前两个月的指标来看，在煤电油运瓶颈得以有效缓解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增长 16.2％，

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6.6％，比上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 25.5％，

尽管呈回落态势，但仍处高位；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5％，实际增长 11.7％，增幅同

比持平；居民消费价格增长 1.4％，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低位趋稳走势。 

未来经济增长将温和调整，呈“稳中趋降”态势。主要依据是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显

现，物价面临继续下行的压力，同时顺差趋于缩小（外需拉动性减弱）、消费增长后劲不足等。从需

求角度看，由于最近进口增长较快，顺差减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减弱，加上消费增长

相对较弱，因此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增速决定了总需求增速。

从供给角度看，在近几年持续的快速投资之后，产能加速释放，总供给增长势头逐步提速。由于最

近投资增长呈高位温和回落态势，因此总供给增速实际上高于总需求增速，换句话说，需求增长快，

供给增长更快，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 

（二）三方角力，变数较大 

目前市场的力量在往下走。从短周期的角度看，本轮经济增长峰值已过。主要依据是引领经济

增长的主导产业如钢材、汽车、化工、能源等行业投资增长放慢，价格回落，产能加快释放并出现

过剩，行业效益下滑，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及消费都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温态势。流动性过剩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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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 
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即大量资金由于找不到市场盈利机会，而不得不沉淀在银行系统。 

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各省的“十一五”发展指标均高于中央政府的 7.5％，21 个省定在 10％

以上，最高的省份达到 13％。如果把指标分解到市、县，还得层层加码。在去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总盘子中，地方项目所占比重为 87.6％，今年作为“十一五”开局之年，前两个月这个比重已经

达到 89.1％。明年正值地方干部调整年，属于政治循环峰值期。这两方面原因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

动非常强，形成新一轮逆市场走向的强大推动力量。 

那么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共同发力，究竟会引导经济运行何去何从？关键在于第三股力量――

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量。如果调控得当，既快又好的运行态势还会继续；如果调控不当，全面生

产过剩不可避免。 

（三）当前需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1．产能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并存 

根据商务部最新预计，今年上半年 600 种主要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将达 71.7%，没有供不

应求的商品；300 种主要生产资料中，23%供过于求，72.7%供求平衡，只有 4.3%的产品将供不应求

或供需偏紧。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目前的态势并没有明显好转。连

续四年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正在逐步释放，未来一、二年是集中释放期，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

控制，不仅会影响短期经济平稳运行，更重要的将对经济中长期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它不仅

会导致大量资源的闲置浪费，而且企业效益下滑及减员将给社会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 

流动性过剩笼统的讲是指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额度太多。2005 年末金融机构存差达到 9.2 万亿

元，占存款余额的 32%，存量的贷存比为 68%，新增量的贷存比为 53.6%。相比于存款的高速增长，

贷款增长步伐相对缓慢。2005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差与贷款余额之比已攀至 47.28%。这意味着，

商业银行每吸收 147 元存款，就有 47 元滞留在银行间市场或央行。与此同时，2 月当月，M1、M2 增

速分别为 12.4％和 18.8％，相差 6.4 个百分点，尽管比上月数额有所缩小，但依然保持了较大的差

距。除外汇占款的因素之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找不到新的市场利润增长点，大量的

资金沉淀在银行系统，直观表现是定期存款占比仍在上升，贷款增长乏力，银行成本仍在上涨。 

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是当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主要问题，因此，它们应该成为下一步

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 

2．通货紧缩压力增大 

当前，各类物价呈明显回落趋势，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正在逐步加大。首先，CPI 涨幅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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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 
续 10 个月低于 2%，1 月份虽然有春节因素影响，但 CPI 仅上涨 1.9%，2 月份便迅速回落到 0.9%。从

构成看，影响价格回升的主要是鲜菜和鲜果，当月分别上涨 14.6%和 21.7％，而影响 CPI 走势的关

键因素－－粮食价格连续两个月仅上升 1%。由此可见，近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明显回升的可能性

非常小，即使考虑到水、电等公共品价格上调，其影响会有限，不会引起全年价格总水平的大幅上

涨。其次，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由去年 5 月上涨 5.9%回落至今年 2月份 3%；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

则连续四个月下降，2 月当月下降 0.8%。考虑到产能将继续集中释放、消费需求相对偏慢及出口面

临回调的压力，物价有继续下行的明显压力，即通货紧缩的风险在加大。 

3．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2006 年 16 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 1700 多万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413

万人，比上年增加 75 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 2500 万人。

从需求情况看，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就业岗位 800 万个左右，加上

自然减员提供的就业岗位，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 1100 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 1400

万人，比去年增加 100 万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然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恰与就业

增加的需求形成背离趋势。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我国大部分加工贸易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和末梢。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加工企业

的前后向和旁观性关联辐射作用较低，更谈不上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很小。这些

年，加工出口贸易的低水平重复始终摆脱不了“贴牌生产”的定位，考虑到越来越低的利润空间、

贸易摩擦和升值压力，这种外贸增长方式值得反思。  

第二，在 GDP 考核标准和现行财税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纷纷盲目上马“税高利大”的项目，

而不是理性的培育主导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只要有“排浪式”消费就有一哄而上的“排浪式”生

产。从自行车、电视机一直到小汽车、房地产，区域产业同构化如出一辙。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各

地对钢材、汽车、电力、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度投资以致最终导致产能过剩也没有跳出这个套路。经

验观察告诉我们，凡是脱离区域比较优势，盲目追风所上的项目一般形成不了本地的主导产业，对

相关产业的带动性非常小，更谈不上拉动就业和收入。令人担心的是，就目前各省的“十一五”规

划来看，产业趋同现象非常严重。同构化的区域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小，以此倒

逼，宏观调控政策只能更加谨小慎微。 

第三，目前投资和效益均出现了过度向大企业和垄断型行业集中的现象，中小企业发展较慢，

但中小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大型企业，结果导致就业增长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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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贸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近期我国外贸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出口增速高位回落，进口增长明显加快，顺差开始明显减

小。从出口来看，由于国家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资源类和高耗能产品出口的限制以及近期国

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出口回落属意料之中，并且这种回落的态势有可能进一步持续。从进口角度来

看，近期增速回升属于恢复性增长，二月当月进口增速的迅速上升与去年同期基数过低有直接关系。

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开始出现走弱趋势。在外需拉动减弱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依然保持高位稳定

运行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从趋势看，外贸顺差将会持续

缩小，对此应保持平静态度，但也要防止出口增速下滑过多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陆续进入了新一轮较快增长期，这将会产生两个后果：一

方面会改变国际资金流向，导致外资向我国的流入速度放慢。估计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当前我国并

不缺乏资金，缺少的是市场盈利机会。另一方面，外币升值本身就会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再加上

出口趋弱，因此我们不主张人民币主动升值。此外还有国际油价问题。由于伊朗等局部地区存在爆

发国际战争的可能性，石油价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对此不必过度担心。在供给过剩的大背景

下，受最终消费的制约，石油涨价所形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效应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且物价继

续保持低位进口型通胀不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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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2 月主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 

指     标 单位 当月 累计 

工业（产值、产量、效益）    

工业增加值（现价） 亿元 5473．09 11112.7 

其中：轻工业增加值 亿元 1628.82 3448.14 

重工业增加值 亿元 3844.26 7664.56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 20.1 16.2 

其中：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 18.0 14.2 

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 21.1 17.1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率 % 12.4 9.4 

集体企业增加值增长率 % 15.8 13.7 

股份合作企业增加值增长率 % 20.8 18.3 

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增长率 % 20.2 16.7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增加值增长率 % 24.9 18.9 

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增长率 %  24.2 

工业产品产销率 % 97.3 97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上月末数） 亿元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上月末数） %   

工业企业亏损额（上月末数） 亿元   

工业企业亏损额增长率（上月末数） %   

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上月末数） 亿元   

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长率（上月末数 %   

工交产品产量    

能源生产总量 万吨 13545.02 26841.31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 % 18.6 9.5 

原油 万吨 1404.69 2972.68 

原油增长率 % 1.4 2.5 

发电量 亿度 1962.01 4025.4 

发电量增长率 % 18.3 11.2 

全社会货运量 亿吨 14.01 29.09 

全社会货运量增长率 % 6.9 6.4 

钢材 万吨 3182.21 6428.85 

钢材增长率 % 21.7 21.3 

水泥 万吨 5748.63 12238.41 

水泥增长率 % 21.3 31.9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3.84 7.77 

金属切削机床增长率 % 10.7 7.2 

彩色电视机 万台 602.23 14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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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电视机增长率 % -5.0 -7.1 

房间空调器 万台 572.75 1146.47 

房间空调器增长率 % 11.1 14.0 

汽车 万辆 57.71 112.56 

汽车增长率 % 57.9 40.6 

程控交换机 万线 569.87 1174.35 

程控交换机增长率 % 103.9 49.1 

移动通信设备 万部(信道) 87.56 141.99 

移动通信设备增长率 % 53.1 32.8 

微型计算机 万部 638.53 1290.36 

微型计算机增长率 % 48.4 36.2 

集成电路 万块 263321.59 510682.98 

集成电路增长率 % 57.4 53.6 

对外经济    

进出口商品总值（海关统计） 亿美元 1058.53 2263.66 

增长率 % 25.8 26.3 

出口总值(海关统计) 亿美元 541.53 1191.90 

增长率 % 22.3 25.5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206.59 495.92 

增长率 % 11.2 19.6 

进口总值 亿美元 517.0 1071.75 

增长率  29.6 27.4 

其中:一般贸易 亿美元 217.9 461.6 

增长率 % 25.7 25.5 

贸易顺差（＋）逆差（－） 亿美元 24..53 120.15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 亿美元 85.89 211.11 

增长率 % 19.1 5.3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亿美元 40.44 85.89 

增长率 % 4.4 7.8 

国家外汇储备 亿美元   

增长率 %   

固定资产投资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5294.1 

增长率 %  26.6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亿元  2499.5 

增长率 %  16.4 

其中: 房地产 亿元  1436.39 

增长率 %  19.7 



宏观数据 
 

 
中宏数据库：自 2000 年以来，经过不断研发升级，中宏数据库已成为子库达 80 余类、容量超过 100 万条、字数达

20 亿字的巨型经济数据库，是目前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经济数据库。并实现了无缝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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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住宅 亿元  1070.4 

增长率 %  24.3 

社会商品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6001.9 12643.5 

增长率 % 9.4 12.5 

其中：城市 亿元 4037.8 8496.1 

增长率 % 9.5 13.2 

县及县以下 亿元 1964.1 4147.4 

增长率 %  11.1 

财政    

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2534.6 6405.58 

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率 % 17.5 21.7 

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1559.67 3787.55 

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率 % 5.9 25.1 

金融    

月末现金流通量(M0) 亿元  24482.02 

M0 增长率 %  8.0 

月末狭义货币(M1) 亿元  104357.08 

M1 增长率 %  12.4 

月末广义货币(M2) 亿元  304516.27 

M2 增长率 %  18.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加额 亿元 6199.9 11491.1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亿元  297671.9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增长率 %  19.7 

其中：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增加额 亿元 3593.62 7351.42 

国家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亿元  165528.41 

国家银行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 亿元 3171.19 10136.32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151179.62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  18.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额 亿元 1491.16 7165.2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亿元  201020.2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  14.1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额 亿元 894.3 3590.12 

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 亿元  99839.92 

其中：短期贷款 亿元 447.74 2512.37 

短期贷款余额 亿元  89921.32 

中长期贷款 亿元 659.04 2726.98 



宏观数据 
 

 

中宏数据库：中宏数据库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等众多权威机构联合研制。信息内容主要来自各大经济管理部门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是各类经济信息的最大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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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贷款余额 亿元  90345.67 

货币净回笼(-)净投放(+)额 亿元 -4828.35 450.35 

金融机构工资性现金支出 亿元 2405.93 8071.41 

增长率 % -31.37 8.5 

物价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0.9 1.4 

36 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 1.5 

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 % -0.8 -0.9 

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月数据)  94.5  

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  100.92  

 

 

 

 

 

 

 

 

 

 

 

 

 

 

 

 

 

 

 

 

 

 

 

 



宏观数据 
 

 
中宏数据库：自 2000 年以来，经过不断研发升级，中宏数据库已成为子库达 80 余类、容量超过 100 万条、字数达

20 亿字的巨型经济数据库，是目前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经济数据库。并实现了无缝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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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2 月份地区工业增加值和投资情况（亿元，%） 

 
2 月工业 1-2 月累计工业 1-2 月累计投资 投资比重 

地区 
增加值 增长率 增加值 增长率 投资额 增长率 自年初 去年同期

全国 5473.1 20.1 11112.7 20.1 5294.1 23.2 100.0 100.0 

北京 126.0 28.8 259.0 19.5 200.22 20.9 3.8 4.0 

天津 153.9 20.8 309.9 20.5 122.23 42.2 2.3 2.1 

河北 230.1 20.5 443.6 16.3 93.35 45.6 1.8 1.5 

山西 132.1 13.4 257.8 7.8 25.62 40.3 0.5 0.5 

内蒙古 86.6 31.0 174.0 29.8 32.14 70.9 0.6 0.4 

辽宁 232.2 18.2 468.6 16.1 82.1 39.6 1.6 1.4 

吉林 94.3 21.4 182.0 12.4 35.02 41.3 0.7 0.6 

黑龙江 196.4 15.1 374.4 14.8 5.07 25.2 0.1 0.1 

上海 292.5 21.4 617.4 16.8 358.08 15.2 6.8 7.4 

江苏 684.3 27.2 1398.5 23.0 797.62 24.6 15.1 15.3 

浙江 345.2 27.7 710.7 17.5 450.09 6.6 8.5 10.1 

安徽 109.8 26.2 226.2 17.2 182.28 39.5 3.4 3.1 

福建 158.8 24.5 340.2 18.3 214.7 39.1 4.1 3.7 

江西 59.4 23.9 123.5 20.8 134.07 28.0 2.5 2.5 

山东 686.6 27.6 1352.6 25.1 489.21 34.5 9.2 8.7 

河南 256.1 23.6 515.9 22.0 207.68 43.8 3.9 3.5 

湖北 153.0 23.8 305.9 17.5 164.14 40.7 3.1 2.8 

湖南 118.5 27.8 245.7 19.5 166.35 32.7 3.1 3.0 

广东 642.9 21.9 1336.3 16.9 550.09 20.3 10.4 10.9 

广西 77.4 25.7 157.7 18.9 123.17 33.9 2.3 2.2 

海南 11.8 24.3 25.5 20.5 38.6 17.1 0.7 0.8 

重庆 57.2 26.5 114.8 23.1 158.4 18.1 3.0 3.2 

四川 176.9 26.3 354.2 22.9 268.79 26.0 5.1 5.1 

贵州 41.8 22.2 88.3 17.3 80.90 22.0 1.5 1.6 

云南 78.8 17.9 182.9 5.5 155.73 37.2 2.9 2.7 

西藏         

陕西 104.4 21.9 206.0 17.3 72.76 32.5 1.4 1.3 

甘肃 53.3 14.7 99.9 15.3 16.72 32.2 0.3 0.3 

青海 14.5 16.8 28.1 18.6 5.14 20.7 0.1 0.1 

宁夏 16.6 8.5 33.5 10.7 2.86 22.2 0.1 0.1 

新疆 81.8 24.9 160.1 20.8 28.55 32.3 0.5 0.5 

 
 



宏观指标 
 

 

中宏数据库：中宏数据库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等众多权威机构联合研制。信息内容主要来自各大经济管理部门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是各类经济信息的最大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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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趋势图 

月度工业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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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增长趋势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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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指标 
 

 
中宏数据库：自 2000 年以来，经过不断研发升级，中宏数据库已成为子库达 80 余类、容量超过 100 万条、字数达

20 亿字的巨型经济数据库，是目前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经济数据库。并实现了无缝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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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增长趋势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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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零售总额 

 

外贸进出口月度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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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进出口 

 



宏观指标 

 

 

中宏数据库：中宏数据库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等众多权威机构联合研制。信息内容主要来自各大经济管理部门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是各类经济信息的最大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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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月度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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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 

 
 

月度价格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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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宏观指标 
 

 
中宏数据库：自 2000 年以来，经过不断研发升级，中宏数据库已成为子库达 80 余类、容量超过 100 万条、字数达

20 亿字的巨型经济数据库，是目前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经济数据库。并实现了无缝融入电子政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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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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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发电量、钢材月度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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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 

 



宏观指标 
 

 

中宏数据库：中宏数据库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等众多权威机构联合研制。信息内容主要来自各大经济管理部门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是各类经济信息的最大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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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货运量月度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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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前经济运行特点分析 
	（一）增长仍处高位，趋势温和下调 
	（二）三方角力，变数较大 
	（三）当前需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1．产能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并存 
	2．通货紧缩压力增大 
	3．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4．外贸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2006年2月主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趋势图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消费品零售总额 
	外贸进出口 
	货币供应量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能源消耗 
	货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