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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李晓超 !" 日说! 经初步核

算!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平稳快速发展! 呈现出经济
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
构协调性增强# 群众实惠增
多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 亿元! 同比增长
!('*)! 增幅为 !""%年以来

的新高"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 ,'+)!涨幅比上年同期
上升 !'"个百分点"

李晓超说!上半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增幅高于上年同期 *

个百分点"

省市统计部门的专家
认为，上半年全省经济在保

持平稳快速增长的同时，年
初特别自二季度以来也出
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情
况和新变化。例如，经济结
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资
源消耗偏高的状况还没有
根本转变，节能减排形势相

当严峻；农民持续增收难度
增加，房地产发展存在隐
忧，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一
些不确定因素等。

对当前的物价水平，专
家认为适度上涨对于保护
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是有益的，对于扩大消费也
是有益的，但这并不是说可
以放任通胀，必须调控有

度，一旦上涨较多，就要有
足够的手段去控制，并且在

物价上涨时要考虑弱势群
体的承受能力，要有补贴措
施出台。

综合国内外宏观经济
发展环境和各种支撑条件
判断，预计下半年全省经济
总体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
一步提升。而南京市的经济
发展仍将运行在总体良好
的基本走势内，经济增长幅
度可以保持在 15％以上，
比 2006年略高，全年 GDP
将突破3000亿元大关。全

市“全面达小康，建设新南
京” 也将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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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江苏的老百

姓更富裕了，1－6月份全省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577元，同比增长17.3％，增
幅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
点。作为城镇居民收入主体的

工薪收入达5767.6元，同比增
长14.9％；上半年全省农民人
均现金收入3733元，比去年同
期增加494元，增长15.3％，
增幅提高0.8个百分点。

这从老百姓的“存折”上
也能反映出来。6月末，全省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
到29472.2亿元，比上月增加
942.5亿元，比年初增加
3612.6亿元。其中，居民储蓄

余额达 12998.42亿元，比上
月增加817.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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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乡居民的钱袋子

鼓得更明显。上半年的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万
元，达到了10863.38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17.7％；农民人
均现金收入 4702元，增长
16.4％。值得一提的是，南京
居民钱袋子鼓起来的一个原

因要归功于上半年的股市红
火，让居民收益不少。调查资
料显示，上半年居民家庭人均
从股票及红利方面约获得收
入88.40元左右，拉动可支配
收入上升了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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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钱袋子虽然鼓了，

但同时消费价格水平也上涨
了。6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CPI）达 104.0，再度
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并

创下 27个月以来的新高。不
过，今年上半年CPI为102.7，
尚在全年 103.0的调控范围
内，预计下半年将有所回落。

上半年，南京居民CPI为

101.7，同比上涨了1.7%。南京
市统计局副局长夏德智分析
说，消费价格涨幅出现了攀升，
主要还是因为食品类价格不断
走高。食品价格的变化最突出，
成为拉动上半年价格水平升高
的“领头羊”!"#$%&'。

具体来看，南京前 6个月
食品价格一直不断攀升，分别
是 3.3%、3.7%、5.9%、6.5%、
7.2%和10.6%，尤以肉禽蛋价
格上涨为甚，成为推动食品价
格指数乃至总指数上升最重
要因素。1－6月份，南京肉禽
蛋的价格始终在较高水平上
运行，5、6月份升势更猛。上
半年肉、禽、蛋价格累计上升
了22.6%、2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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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品作为生

活必需品，其价格的上涨必然

对南京老百姓的生活产生影
响。上半年，南京城市居民仅

花在吃上面的消费支出达到人
均2343.67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13.2%，扣除价格上涨因

素的影响，居民食品类消费支
出实际增长了6.6%。而受价格
上涨因素的影响，食品类支出
增长加快，使得恩格尔系数
（()*+,-./01,-

./23）出现了反弹，由上
年同期的35.8%上升为今年的

37.3%。其中因为上半年食品
价格上涨了6.2%，让居民花在
吃上的钱多出了136.82元，直
接影响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
出的比重上升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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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居民的

负面影响是呈自上而下放射状
的，越是收入低的影响越大。统
计数据显示，10％的低收入户、
5％的更低收入户因为食品价
格的上涨使得食品消费方面分
别多出了 68.84元、59.67元，
其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

的比重分别上升了 3.1%和
3.2%，而20％的中等收入户和
10％的高等收入户虽然多支出
了 126.59元和 177.40元，但
占 比 分 别 上 升 了 2.8%和
2.0%，可见，食品价格上涨对
低收入家庭来说影响更大。

因为政策及金融支持
力度加大、需求增加等原

因，2007年以来江苏房地
产开发投资大幅回升、销售
势头正越来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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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为例，上半年该

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95.06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25.6％，增幅比去年同
期提高 13.4个百分点，呈
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上半年全市房地产开
发企业实现土地购置面积

329.13万平方米，土地成
交价款 87.11亿元，分别增
长4.3倍、6.1倍；房地产开
发企业实际支付购置费
48.74亿元，增长1.3倍。

从长期趋势来看，南京
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自 2005
年5月进入回落调整轨道，
2005年底增幅 1.1％为最
低点，2006年缓慢回升，今

年上半年增幅成为两年来
的最高点。

上半年，全市房地产业
增加值 54.22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17.8%，房地产
实现税收 45.74亿元，增长
了84.2%。全市商品房销售
面积 491.72万平方米，增
长7.5%。其中，住宅销售面
积 466.91万平方米，增长

7.9%。全市商品房销售额
234.91亿元，增长 19.2%。
商品住宅销售额 213.27亿
元，增长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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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房市局面可以用

投资销售“双回升”来形
容。江苏省统计局的数字显

示，今年1－6月份，全省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增 幅 达
32.8％；销售面积也不断上
升 ，1－5 月 份 增 幅
16.17％，整个上半年增幅
22％。据有关专家介绍，在
投资、销售双双回升过程

中，全省的房地产市场结构
也在不断调整。按照国家有
关大力发展90平米以下住
宅、加大经济适用房和中低
价商品房供应量的要求，新
开发楼盘加强了向这类房
源的倾斜，有望逐步缓解中

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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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专家也表示，在投

资、销售大幅增加的同时，
江苏的房价也在以较快的
速度上涨，这不能不说是房
地产市场未来的一大隐忧。
因为统计口径的原因，截
至昨日记者还没有看到今
年上半年全国乃至省、市

有关商品住宅价格的权威
统计。不过，根据国家统计
局江苏调查总队的数据，4
月份江苏省城市房屋销售
价格总水平较上年同期上
涨 5.4%，其中普通商品住
宅价格同比上涨 8.7%，创

18个月来的新高，南京的
涨幅更是超过两位数，达
11.5%。今年 5月份，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房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6.6%，其中南京被列为“涨
幅较大的城市”之一，上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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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李晓超 !"日表示!中国的经

济总量与世界排名第三的德
国差距越来越近"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公
布的核实数据!中国 +##$ 年
的 -./ 达到人民币 +!!#&%

万亿元! 约合 +!%# 万亿美
元" 而德国 +##$ 年的 -./

为 +!, 万亿欧元 $45 +!&$

6789%"

李晓超 !" 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回答
记者提问时说!可以肯定的

是!中国 -./ 和德国的差距
越来越小" 德国目前的经济

增长速度大约在 +'()左
右!而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
长超过 !!)"

李晓超指出! 目前已经
有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的 -./

总量会超过德国! 但具体的
数据计算比较复杂" 由于计

算方法比较多! 不同的机构
预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
为不仅牵扯到汇率! 还牵扯
到对德国和中国经济增长速
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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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超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 当前流动性过剩仍较

突出! 房屋销售价格还在上
涨!股票指数在波动!一旦食
品价格上涨得不到很好的控
制! 将出现食品价格和房屋
销售价格的叠加作用! 存在
着引发价格上涨的风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 月份我国居
民消费物价总指数$"#$%同

比上涨 *'*)! 上半年达到
,'+)!比去年同期增加 !'"

个百分点"

李晓超说! 当前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
性特征! 主要是由食品价格
上涨所带动" 在上半年居民
消费价格 ,'+)的涨幅中!粮
食# 肉禽及其制品和蛋等食

品价格上涨带动了 +'(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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