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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213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6.4%，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持平，比上年同期和
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当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介绍，总的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运
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
态势，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从生产来看，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
分点。初步统计，3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情况有
所好转。一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4%，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8.3%，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1.5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6.3%，增速比 1 至 2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统计显示，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人员 324万人。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 5.2%，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此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发展信心有所增
强。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24.6，比上年四季
度提高3.2点。

“但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有所
放缓，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仍
比较突出，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犹
存。”毛盛勇说，下阶段，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狠抓各项政策落实
落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推动经济迈
向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 开局平稳
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8493 元，同比名义增长 8.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比上年同期加快
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快于城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
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数据显示，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1633 元，实际增长 5.9%；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4600 元，实际增长 6.9%。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3，比上年同期下降

0.0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7158
元，同比名义增长8.8%。

按收入来源分，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4838元，增长8.7%，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 57.0%；人均经营净收入 1486 元，增长
8.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5%；人均财产
净收入721元，增长12.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 为 8.5% ；人 均 转 移 净 收 入 1449 元 ，增 长
7.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1%。

从消费支出的情况看，一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5538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7.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160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4.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525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
酒消费支出增长3.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30.2%；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增长9.5%，占比为
21.9%；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7.8%，占比
为 13.2%；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
20.6%，占比达9.9%；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
长9.3%，占比达8.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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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93元 同比增长6.8%

财政部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总体
平稳。从主要税种收入情况来看，

减税效应已经显现，相关税收增速出现放缓。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 6.2%，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央和地方收入均
保持小幅增长，财政收入总体运行平稳。”财政
部国库司副巡视员李大伟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轻企业
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从当日公
布的财政数据来看，减税效应已经显现。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4%，增
幅同比回落 11.9 个百分点，主要是增值税、个
人所得税、涉及小微企业税收等普惠性减税政
策效应持续显现。”李大伟说。

具 体 来 看 ，一 季 度 ，增 值 税 同 比 增 长
10.7%，增幅同比回落 9.4 个百分点；个税同比
下降29.7%，增幅同比回落50.4个百分点；关税

同比下降6.8%，增幅同比回落13.1个百分点。
此外，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今年以来加

快了出口退税进度，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32%，
增幅同比加快20.3个百分点。

非税收入方面，一季度总体保持增长，同
比增幅为 11.8%，主要原因是各级财政部门积
极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主
动挖潜。与此同时，涉及降费政策的有关收入
继续下降。

从财政支出来看，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
4.1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
24.9%，比去年同期加快 0.6 个百分点，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加快。”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郝磊
说，在坚持政府过紧日子的同时，扶贫、污染防
治、自然生态保护、教育等重点领域支出保持
较快增长。

前瞻后续财政运行，一方面，今年要实施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
政策还要加力提效，重点领域支出需要保障，
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

对此，郝磊说，考虑到地方财政，尤其是基
层财政面临的收支平衡压力，中央财政将通过
适当增加赤字规模、增加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等，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地方财
政保障能力。同时，财政部还将指导地方开源
节流，积极安排预算。

“从后期收入看，深化增值税改革的相关
措施，将给财政收入增长带来更大压力。但我
们相信，随着企业负担的明显减轻、市场活力
的不断激发、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不断增
强，必将夯实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全年财政
收入增长预期目标有望实现。”李大伟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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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 减税效应持续显现

国家统计局 4 月 16 日发布了 2019 年 3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略有下降，
三线城市有所上升。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微升。

各地房价有降有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
介绍说，3 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城施策、
一 城 一 策 调 控 措 施 ， 保 持 了 政 策 的 连 续
性，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数据显示，4 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个月回
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和广州分别上
涨 0.4%和 0.8%，上海和深圳分别下降 0.1%
和 0.3%。此外，4 座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
别 上 涨 0.4% 、 0.3% 和 0.7% ， 广 州 下 降 了
0.5%。

31 座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个月降低了 0.1 个
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2%。

35 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 0.7%，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 0.3 个
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5%，涨
幅同样比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

“同时，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涨幅微升。”刘建伟说，3 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4.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
个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上涨 12.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2 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8.2%，涨
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 11.4%，涨幅比上个月扩
大 0.3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上涨 8.4%，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

成交回暖调控延续

随着春天的到来，个别城市新房项目
迎来了热销。3 月份，一线城市中北京、
上海、深圳的二手房网签量均有所回升。
对于市场成交量反弹的原因，中原地产首
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环比上涨主要是因
为 2 月份春节月成交低迷，同比上涨则与
近期市场预期升温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土地市场也比较
活跃，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有所提升。但
是，有业内专家表示，短暂性的活跃并不
代表整个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大变动，也不
代表房价迎来加速上涨。目前，热点城市
房地产调控政策依然保持高压，再加上热
点城市新房供应相对充裕，市场不存在快
速升温的基础。

最近一段时期，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政
策有所微调。例如，高碑店市近日下发的

《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
出，对符合条件的特定人群，允许在高碑
店市购买一套商品房 （3 年内不得上市交
易）。业内专家表示，虽然限购举措有所变
化，但 3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这一要求，也
是落实“房住不炒”的举措之一，新举措
对满足刚需，维持当地房地产市场稳定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每隔一段时间，部分
地区的楼市违法违规现象就会重新冒头。
对此，近来一些城市陆续开展了打击楼市
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行动，有效稳定
了市场秩序。

据介绍，保定市相关部门将违规提供
购房融资行为作为房地产开发和中介市场
整治的重要内容，加大了对在售楼盘和中
介机构门店的检查力度，并加强了跨部门
失信联合惩戒。

长沙日前启动房地产市场执法“迅雷
行动”，严查房地产中介机构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途径，捏造、
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和夸大宣传诱导消费
者的行为。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近日在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楼市调控不
动摇，保持政策连续性。”

放宽落户不是放松调控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2019 年新
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提出，继续加大
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
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对Ⅰ型大城市全面取
消 落 户 限 制 ， 对Ⅱ型 大 城 市 放 宽 落 户 限
制，对超大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会
对楼市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话题也引发
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有人认为，此次
政策调整，意味着有更多人可以落户大城
市或超大特大城市，并取得购房资格，这
对房地产市场将有较大刺激作用。还有人
认为，新政策是变相放松调控。

对于上述观点，业内专家表示，户籍
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取消或放宽落户限制主要是为了推进城市
高质量发展，不应简单地解读为放松楼市
调控。

虽然户籍政策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对楼
市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
座 城 市 的 房 价 变 化 最 终 还 是 要 由 供 需 决
定。户籍政策的调整，并不一定会带来需
求的大量增加，落户政策带来的购房热情
也不一定能够长久持续。再加上热点城市
的楼市调控政策依然较为严格，在抑制投
机性需求的调控政策之下，放宽落户政策
不会让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
任倪鹏飞表示，各地之前的楼市调控政策
并未以户籍为基准，主要针对的还是投机
性需求。放宽落户限制对限购政策有一定
影响，针对新的情况，各地要完善和微调
相关政策，在保持“房住不炒”的主基调
下，既要保证落户人口的居住需求，又要
堵住落户政策调整带来的投机炒作空间。

据中国经济网

前3个月全国商品住宅成交稳中略降
三四线城市住宅销量有所回调

昨日，A股市场虽然震荡加剧，但全天在汽
车股、5G概念、燃料电池概念股、苹果概念股等
诸多板块的频繁上攻下依然收红。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9%，报3263.12
点；深证成指上涨0.55%，报10344.43点；创业板
指数上涨1.17%，报1717.44点，中小板指数上涨
0.56%，报6533.64点。沪市成交量3545亿元，较
上一日基本持平，深市成交 4756 亿元，较上一
日小幅增加。

从盘面上看，汽车股掀涨停潮，燃料电池、
工业大麻题材持续活跃；金融、地产、保险股则
表现低迷。

三大股指收红
创业板涨1.17%
整车企业掀涨停潮

中金：我们继续看好生猪养殖股的表现，当
前行业产能出清趋势更为明朗，且 4 月进入猪
价季节性涨价阶段，我们预计目前平稳的猪价
态势不会持续太久，后市猪价上涨趋势确定。
同时，4月农业公司陆续进入一季报披露期间，
我们整体判断农业板块业绩触底，我们预计除
禽养殖板块表现较好外，猪养殖、饲料、动物疫
苗板块业绩表现均不佳，但随着3月猪价反转，
后续业绩有望逐步改善。

国泰君安:后续市场主线要从资金驱动的
热点轮动，向基本面支撑的估值洼地切换。近
期业绩好的品种走势市场表现较好，这初步显
示出市场对于盈利重视程度的加强。在此逻辑
之下，推荐周期板块。中观层面早周期领域的
积极变化已经发生，稳增长预期叠加低估值因
素，周期板块将有明显表现，如建材、钢铁、地产
等行业。其次，伴随基本面和业绩悲观预期释
放，受益科技创新政策红利、科创板辐射以及社
融大幅超预期，市场风险偏好继续修复，泛在电
力物联网、5G、智能网联汽车、国企改革等概念
板块将迎来表现机会。

招商证券:2019年以来全球股市反弹，科技
板块表现不俗。全球资本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
反弹，虽然不同国家上涨的板块不尽相同，但半
导体、软件服务、医药、技术硬件与设备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都有不错的表现。这背
后的逻辑支撑来自产业技术进步的趋势。

据中国经济网

机构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