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观察

我省经济总量首破3万亿元大关，全国居第9��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2.7%�

消费成主角，经济向服务主导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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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湖南国家调查
总队获悉，2016年， 湖南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比上年下降
1.1%。前8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分别出现下降，降幅逐
月收窄。9月同比价格持平，10月
上涨0.9%，这是该指数持续下降
52个月后（自2012年5月始），首
次摆脱下降走势。11月、12月则
分别上涨2.9%和5.1%。

湖南国家调查总队总队长
赵太想介绍， 湖南PPI呈现低位
回升态势主要有三大原因：“三
去一降一补” 政策实施有力，促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回升；经
济运行稳中向好促进需求改善，
企业效益有所好转， 投资增加，
需求回升。

对于2017年湖南PPI走势，
赵太想说，随着国内供给侧改革
持续推进，“去产能”政策持续实
施；企业效益转好，民间投资需
求回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在
走高， 促进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上
涨；此外，2016年翘尾影响将拉高
2017年PPI上涨3.9%。“2017年仍存
在较多推动PPI上行的因素，预计
2017年湖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涨幅呈前高后低态势， 全年保持
3%-5%的中等幅度上涨。”

“初步核算，2016年全省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31244.7亿元，
同比增长7.9%， 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2个百分点， 呈现逐季企
稳回升态势。”省统计局局长、新
闻发言人张世平在1月22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去年湖
南GDP首破3万亿元大关，全国
排名第9位，实现了“十三五”良
好开局，并呈现四个特点：经济
运行缓中趋稳、改革释放发展活
力、经济结构得到优化、社会民
生持续改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来看，去年湖南最终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7%，同
比提高5.1个百分点； 全省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27688.5亿元，增
长13.8%， 增速虽然有所放缓，
但仍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全
省出口1205.2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1.5%， 为全年首次正增
长。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刘雁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3578.4亿元，增长3.3%；第二
产业增加值13181亿元，增
长6.6%； 第三产业增加值
14485.3亿元，增长10.5%。

“服务业发展较快，增速
达10.5%， 继续超过第二产
业， 意味着全省经济正在由
原来的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
主导型转变。” 张世平介绍，
我省经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 去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高达46.3%，
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2%，
提高4.7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随着我省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新经济、新产业得到不断发

展。2016年全省高新技术
产业实现增加值6859.2亿
元，增长16%，占GDP比重
达到22%； 高技术服务业、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电子信
息技术等领域产品增加值
分 别 增 长 25.1% 、21% 和
16.2%。

张世平指出，2016年面
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省内传统产业遭遇“天花
板”等困难和挑战，全省经
济取得这一成果的确来之
不易；但当前全省经济还有
一定下行压力，企稳回升的
基础还有待巩固。“比如实
体经济比较困难，经济结构
仍然不优等， 必须直面问
题，找准症结，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

记者注意到，2016年全省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9%，增
速全年逐月攀升。其中，汽车制
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 36.1% 、12.1%和
14.1%。

对此张世平认为，2016
年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回
升，市场供求关系改善，规模
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稳步回
升至6.9%的全年高点。 而汽
车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等新
兴产业也在不断壮大， 逐步
在替代传统产业， 对整个规
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三
分之一， 成为全省工业经济
增长的新亮点。

从结构来看， 全省工业结

构也在继续改善。 去年全省高
加 工 度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6%， 占规模工业的比重为
38%； 园区工业比重为65.7%，
提高4.2个百分点；而六大高耗
能行业增加值虽然增长5.1%，
但低于规模工业平均增速1.8
个百分点。

“过去一年，湖南制造业在
原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地出现技
术水平比较高的产品， 所以高
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
的比重达38%， 这也表明湖南
工业正逐渐迈向中高端。”张世
平说， 而全省工业园区的增加
值占比已经超过60%， 虽与沿
海地区相比仍有差距， 但也已
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与以往
相比也有新的进步。

去年湖南经济在民生领域也发
生了不少变化。 投资方面，2016年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688.5亿
元，增长13.8%。其中，民生投资增
长46.4%，提高2.3个百分点；此外，
全省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4435.86
亿元，增长11.5%，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比重达七成，投入力度较大。

得益于民生投资、 财政民生支
出较快增长的有力保障， 全省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全面完成。2016年，
减少贫困人口125万， 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113.6%；全省新增城镇就
业77.36万人，同比略有增长，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110.5%。

对此张世平认为，尽管2016年
全省就业稳中有增， 但仍存在结构
性矛盾，即部分劳动力供给不足，部
分失业的情况， 因此要努力扩大劳
动力输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等
机遇，扩大国际劳务输出，促进劳动
力国外就业，加速劳动力“走出去”。

【产业】
产业结构转向服务业主导型

2016年湖南通过大力推
进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取得初步成效。

具体来看， 去年全省规
模工业原煤产量同比下降
11%，煤炭、钢铁“去产能”年
度目标全面完成；11月末规
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2.9%， 比年初下降1.1个百
分点； 在房地产销售快速增
长带动下，12月末，全省商品
房待售面积下降12.3%，比上
年末减少408.1万平方米。去
化周期大幅缩短。

在降成本方面，1—11
月， 规模工业企业每百元主
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下
降0.1元， 服务业整体税负也
趋于下降。“规模工业企业每
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
虽然降得不多， 但也是在下
降。”张世平表示，此外，全省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投资增长32.6%。 环境保
护、 农林水和基础设施等薄
弱环节的投资和财政支出都
保持较快的增长， 补短板取
得一定的成效。

供给侧改革成效初显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马车之一， 消费在湖南经济发
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据
显示，2016年全省消费平稳增
长，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436.5亿元，增长11.7%；最终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2.7%，同比提高5.1个百分点。
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
带动下，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势喜
人。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计算
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成倍增
长 ， 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17.3%。此外，全省消费升级类
商品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去年
全省书报杂志类零售额增长

64.8%、 通讯器材类增长20%、
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9.2%、汽
车类增长15.1%。

“政策利好刺激车市产销
两旺，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5.1%，是近三年最好水平。”张
世平介绍， 此外， 楼市回暖也
带动居住类消费增长30%以
上，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2%和
37.3%。

新业态发展较快。 全省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中， 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17.3%。在互联网销售持续增长
带动下， 全省实现快递业务量
4.86亿件，同比增长52.9%。

【消费】
居住类消费增长三成以上

【工业】
新兴产业贡献率达1/3

【民生】
全省新增城镇
就业77.36万人

年内PPI或将保持
3%-�5%中等幅度上涨

长沙市河西滨江新城流光溢彩，一座座高楼正拔地而起。湖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正在加速。
记者 李健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