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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 GDP 增速目标有何变化？ 

——光大宏观十日谈 20190129 

 

   宏观动态  

      要点 

各省两会密集召开，许多省份 GDP 预期目标有所下调。若按照 GDP

增速目标的区间下限来看，有 21 个省份下调了 2019 年的 GDP 增速目标；

若按照 GDP 增速目标的区间上限来看，则有 11 个省份下调了 2019 年的

GDP 增速目标。按区间下限计算，各省 2019 年 GDP 增速目标与 2018 年

目标之间差异的均值为-0.5 个百分点。 

半数省份完成了 2018 年的 GDP 增速目标。从历史看，地方政府有制

定较高的 GDP 增速目标的倾向，而全国 GDP 增速与目标之间的差异相对

较小。2019 年将 GDP 增速目标定为一个区间的省份达到了 13 个，预计

2019 年的全国 GDP 增速目标预计也将可能区间化。 

节日效应显现，电厂日均耗煤量下滑较快，而高炉开工率略好于 2018

年。叠加风险偏好改善使得螺纹钢期货价格反弹，基差快速回落。春节错

位使得乘用车零售同比转正，房地产销售继续降温。 

总体来看，节前开工较弱，但随着节后地方政府专项债、财政预算内

资金等的逐步到位（宽财政），叠加流动性宽松（松货币），节后复工或

有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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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多省份 GDP 预期目标有所下调 

许多省份 GDP 预期目标有所下调。各省两会密集召开，截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只有山东省的两会尚未召开。而从已经召开两会的省份来看，相

对于 2018 年的 GDP 增速目标，许多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对 2019 年的

GDP 预期目标都有所下调。具体来说，在 30 个已经公布数据的省份1中，若

按照 GDP 增速目标的区间下限来看，有 21 个省份下调了 2019 年的 GDP

增速目标；若按照 GDP 增速目标的区间上限来看，则有 11 个省份下调了

2019 年的 GDP 增速目标。其中下调幅度较大的省份有：重庆（从 8.5%左

右下调到了 6%）、新疆（从 7%左右下调到了 5.5%左右）等。GDP 增速目

标与 2018 年一致的省份有：云南、西藏、四川、河北、甘肃。GDP 增速目

标有所上调的省份有：湖北（从 7.5%上调到了 7.5-8%）、海南（7.0%上调

到了 7-7.5%）（表 1）。若按照各省 GDP 增速目标的区间下限来计算，各

省 2019 年 GDP 增速目标与 2018 年目标之间差异的均值为-0.5 个百分点。 

表 1：各省 2018、2019 年 GDP 预期目标 

省份 2019 2018 省份 2019 2018 省份 2019 2018 

重庆 6.0% 8.5%左右 安徽 7.5-8% 8%以上 西藏 10%左右 10%左右 

新疆 5.5%左右 7%左右 福建 8-8.5% 8.5%左右 云南 8.5%左右 8.5% 

广东 6-6.5% 7%左右 湖南 7.5-8% 8%左右 四川 7.5%左右 7.5%左右 

贵州 9%左右 10%左右 陕西 7.5-8% 8%左右 湖北 7.5-8% 7.5% 

宁夏 6.5-7% 7.5% 上海 6-6.5% 6.5%左右 广西 7%左右 7-7.5% 

黑龙江 5%以上 6%以上 北京 6-6.5% 6.5%左右 海南 7-7.5%左右 7.0% 

吉林 5-6% 6%左右 内蒙古 6%左右 6.5%左右 河北 6.5%左右 6.5%左右 

浙江 6.5%左右 7%左右 天津 4.5%左右 5.0% 甘肃 6%左右 6%左右 

青海 6.5-7% 7%左右 河南 7-7.5% 7.5%左右 山东 未召开 7%以上 

江苏 6.5%以上 7%以上 山西 6.3%左右 6.5% 辽宁 与全国保持同步 6.5%左右 

江西 8-8.5% 8.5%左右             

资料来源：Wind，各地政府网站 

 

半数省份完成了 2018 年的 GDP 增速目标。在已经公布数据的 30 个省

份中，有 15 个省份 2018 年 GDP 实际增速达到或超过了 2018 年的 GDP

增速目标。超预期最多的省份为：四川（0.5 个百分点）、云南（0.4 个百分

点）、陕西（0.3 个百分点）。低于预期最多的省份为：重庆（-2.5 个百分

点）、吉林（-1.5 个百分点）、天津（-1.4 个百分点）。2018 年实际增速与

目标之间差异的均值为-0.3 个百分点（图 1）。 

 

 

 

 

 

 

 

                                                        
1辽宁省 2019 年目标为“与全国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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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8 年 GDP 增速与 2018 年目标 

 注：广西 2018 年 GDP 目标为 7-7.5%，图中为下限 7%。 

资料来源：Wind，各地政府网站 

 

历史上，地方政府有制定较高的 GDP 增速目标的倾向。2013-2018 年，

GDP 实际增速低于目标的省份数都至少在 9 个以上，占 31 个省份的比重大

于 29%；实际 GDP 增速与目标之间差异的均值都小于零，平均为-0.5 个百

分点。其中 2014 年最为严重，经济增速下滑超预期，所有 31 个省份的实际

GDP 增速都低于目标值，实际 GDP 增速与目标之间差异的均值达到了-1.2

个百分点（图 2）。 

全国 GDP 增速与目标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近十年来，只有 2014、2015

年的 GDP 实际增速小于目标值，差异分别为-0.2、-0.1 个百分点。且 2012

年以来，全国 GDP 增速的目标制定越来越贴近实际，GDP 实际增速与目标

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2005-2011 年，两者之间的差异为 3.1 个百分点；

2012-2018 年，两者之间的差异为 0.14 个百分点（图 3）。 

图 2：13-18 年 GDP 增速低于目标的省份数与差异均值  图 3：全国 GDP 目标和实际增速 

 

 

 注：2016 年上海市 GDP 目标值缺失，2018 年山东省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Wind，各地政府网站 

 注：2016 年 GDP 增速目标定为 6.5-7%，图中为下限 6.5%。 

资料来源：Wind，各地政府网站 

 

GDP 增速目标预计将区间化。在 GDP 增速换档的时候，制定一个 GDP

增速目标的区间会更符合实际，也将大大增加政策的弹性。从 2016 年起，

部分省份制定 GDP 增速目标时开始采用一个区间，当年有 9 个省份采用了

区间化的 GDP 增速目标。而 2016 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也将 201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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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速目标定为 6.5-7%。2017、2018 年，采用区间化的 GDP 增速目标

的省份分别为 2、1 个，当年全国的 GDP 增速目标也并未采用区间。从 2019

年地方两会的情况来看，2019 年将 GDP 增速目标定为一个区间的省份达到

了 13 个，因此，我们预计 2019 年全国的 GDP 增速目标也将为一个区间。 

 

2、节前开工率回落较快，节后复工或有支撑 

节日效应显现，电厂日均耗煤量下滑较快。由于春节假期临近，下游工

厂提前放假，生产受到节日效应的影响而下滑，使得上游的电厂耗煤量也随

之下滑。然而 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下滑速度仍然快于过去 5 年的平均水

平，且快速回落到了前 5 年的同期最小值附近（图 4），其中固然有气温回

升的影响，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加大。 

库存水平也季节性回升。随着耗煤量的下降，6 大发电集团库存开始季

节性回升，至2019年1月28日为1483万吨，高于前5年的同期最大值（1458

万吨）。受到煤矿事故的影响，1 月中下旬以来，动力煤期货价格先涨后跌，

1 月 28 日活跃合约收盘价为 573.8 元/吨，较 1 月 11 日上涨 2.3%。 

高炉开工率略好于 2018 年。节日效应对高炉开工率的影响较小，前 5

年春节前的高炉开工率并未有明显下降，只有春节当周才会有显著的下降。

1 月 25 日当周是春节前的第二周，全国高炉开工率为 65.5%，稍好于 2018

年的同期水平（63.7%）（图 5）。这也使得钢铁库存回补量高于 2018 年同

期。2019 年 1 月 25 日当周主要钢材品种库存为 993 万吨，高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当周的水平（973 万吨），但仍然属于 5 年来的较低水平。 

叠加风险偏好改善使得螺纹钢期货价格反弹，基差快速回落。1 月 28

日螺纹钢期货活跃合约结算价为 3711 元/吨，较 1 月 11 日上涨 5.5%，而同

期 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上涨 0.3%，基差从 262 元/吨下降至 69 元/吨。 

图 4：6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下滑较快  图 5：高炉开工率好于前五年最小值（2018 年） 

 

 

 注：日度数据 

资料来源：Wind 

 注：周度数据 

资料来源：Wind 

 

玻璃价格跌幅接近季节性，水泥价格跌幅大于季节性。2019 年 1 月玻

璃价格指数环比跌幅为 0.86%，接近 2013-2018 年的均值（0.79%）；而水

泥价格指数环比跌幅为 4.0%，大于 2013-2018 年的均值（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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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开工较弱，节后复工或有一定支撑。总体来看，节前开工较弱，但

随着节后地方政府专项债、财政预算内资金等的逐步到位（宽财政），叠加

流动性宽松（松货币），节后复工或有一定支撑。 

 

3、春节错位使得乘用车零售同比转正 

春节错位使得乘用车零售同比转正。2019 年 1 月 18 日当周乘用车日均

零售为 6.46 万辆，同比增速为 4%，为连续第二周同比上升（前一周同比增

速为 3%）。但乘用车零售的同比改善的一部分原因是春节的错位影响。由

于春节前是传统的汽车零售旺季，而春节错位就会造成同比口径下的增速有

所失真。在调整了春节的影响以后，乘用车日均零售仍然低于 2018 年同期

6%，但降幅相比前一周的 12%有所缩窄（图 6）。这也能从乘用车批发增

速上看出：2019 年 1 月 18 日当周的批发同比增速为-25%，显示乘用车销

售总体上仍然偏弱。 

房地产销售继续降温。1 月 20 日当周 30 城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为

-3%，较前一周的-18%有所缩窄。在调整了春节口径之后，发现商品房成交

面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春节的影响。在此口径下，2019 年的 30 城商品

房成交面积总体上处于近五年来的低位，房地产销售继续降温（图 7）。 

图 6：乘用车日均零售  图 7：30 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注：数据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 

资料来源：Wind 

 注：数据截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 

资料来源：Wind 

 

电影票房收入持续负增长，期待春节档发力。从 2018 年 12 月 23 日当

周开始，电影票房收入已经连续六周同比负增长了。而 2019 年 1 月 13、20、

27 日三周，电影票房收入分别为 7.2、7.1、6.9 亿，同比增速分别为-35%、

-31%、-18%。供应端的匮乏是电影票房持续负增长的一大原因，而即将到

来的“春节档”有多部关注度较高的电影上映，将改善电影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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