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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稳 结构好 改革深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含金量不断提高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随着二季度接近尾声， 中国经济

进入年中盘点时段。

2017

年中国经济

前半年成绩如何， 下半年将呈何种走

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去年前三季度的

3

个

6.7%

，到

第四季度的

6.8%

，再到今年一季度的

6.9%

，中国经济整体上划出一条平稳

的上扬曲线。

就

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经济结构向好，新

一轮“区域振兴

+

改革

+

开放”的经济

战略新格局正在形成。

观增速：

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

上半年中国经济见证了什么是

“稳定性增强”。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和

稳定性备受关注。 一季度宏观数据超

预期后，

4

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当月增

速出现了回落， 而

5

月份中国经济继

续向好， 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确定

企稳的信心。

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究竟

“稳”在哪里？

前

5

月各项经济指标稳定增长、

就业稳定向好、物价总体平稳、国际收

支状况比较稳定。 比如，

5

月份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1%

，今年以

来服务业生产指数一直保持在

8%

以

上的较高增长水平。 而随着服务业在

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提高， 整个经济的

稳定性也在提升。

“

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可以用

8

个字形容：好于预期，结构优化。 ”证

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统计局

信息景气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出，今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去年四

季度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 之所以说

“好于预期”， 是因为在经济下行压力

比较大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

易。 服务业是“稳的基础”，工业是“升

的主因”。 上半年服务业高位企稳，工

业增长加快，且明显回升。

随着经济运行即将进入今年的

“下半场”， 多家机构也对未来经济运

行进行了预测。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经

济未来持续看好的趋势有其发展基

础，随着供求关系不断改善，下半年经

济稳中向好态势有望延续。

“从目前态势来看，

6

月份继续延

续平稳运行趋势， 上半年经济增长在

6.8%～6.9%

左右。 ”潘建成预计，下半

年受房地产市场调整、 全球经济发展的

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增长压力可能加

大，但同时也有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

升级作为支撑。 “全年完成

6.5%

左右的

增长目标应该没有悬念。 ”

中银国际首席宏观分析师叶丙南预

计，下半年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短期内

幅度仍相对平缓， 预计全年经济增长

6.6%

左右。

看结构：

结构更优含金量提高

在经济“稳”步前进中，经济结构调

整不失为重头戏之一。 （下转 A2版）

6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座。李克强说，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将引发未来世界经济政治

格局深刻调整，我们必须站高、看远、想深、谋实，增强紧迫感，以积极作为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开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未来。 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努力追赶或站上世界科技前沿，紧密结合“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等，增强产业持续创新力，推动传统动能改造升级和新动能成长壮大，促进中国经济长

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新社/供图

“双合同”致房价明降暗升

地方政府监管应动真格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新一轮楼市密集调控的效果，在

官方房价统计数据中逐渐呈现：5 月，

一二线热点城市楼市基本稳定， 房价

平均涨幅继续回落。 这其中， 除了限

购、限贷、限售政策外，也离不开限价

的功劳。

不过， 有些地方的限价却不是真

限价。日前有报道称，广州就出现了部

分开发商通过“双合同” 规避政府限

价政策，使得房价明降暗升，不仅大幅

提高了购房者的首付比例， 还使得网

签价格与实际销售价格相去甚远，导

致一手住宅房价的官方数据失真。

所谓“双合同” ，就是两份合同，

一份是需网签的购房合同， 另一份是

装修合同， 两份合同加起来的金额才

是购房总价， 而装修合同金额不能贷

款， 需与购房合同中的首付款一并支

付。这种做法在 2013 年那一轮楼市调

控中出现较多， 后来地方政府出台了

监管政策，杜绝了这一现象。

目前，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

限价政策效果明显，市场已经降温。由

于配套监管政策严格， 房屋销售也比较

正规，基本不存在“双合同” 现象，因此

网签价格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实际成交价

格。 但在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

“双合同”现象却并不鲜见，除了捆绑配

建或精装修，更有甚者干脆网签一个价，

实际销售却是另一个价。

“双合同”之所以重现江湖，一方面

是因为限价政策压低了开发商的销售利

润，开发商不甘高价拿地后做亏本买卖，

而是想借机获取更多利益， 于是采取了

这种变通办法； 另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

府监管不严， 只是迫于房价调控压力出

台相应措施， 在限价的同时睁只眼闭只

眼，甚至默许了这种做法。

限价政策的目的是稳定房价， 避免

开发商非理性定价，而“假限价” 只是统

计数字平稳了， 实际市场却依旧风起云

涌。“双合同”这种“假限价” 的做法扰

乱了市场秩序，导致房价官方统计失真，

容易误导政府和大众。 虽然中央政府强

调房地产调控要因城施策、分类调控，但

同时也明确指出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

责任。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预

售监管，在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环节

上“动真格” ，而不是红头文件一发就万

事大吉。

虽然从短期来看，限价这种行政调

控手段很有必要见效也快，但从长期来

看，要想达到稳定房价的目标，还得从改

善供求关系入手， 即在增加有效供给的

同时抑制不合理需求。 同时，要从土地、

金融、财税、投资、法制等方面采取长效

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系统地做好

房地产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

发展。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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