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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的几个新信号 

——光大宏观十日谈 20191124 

 

   宏观动态  

      要点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公布，显示中国经济结构继续向第三产业转

移，2018年第三产业 GDP被上调 4.3%，而第二产业 GDP则首现下调，

下调幅度为 0.3%。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增速有所下降，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

从业人员增速由 2013 年的 61%下降至 2018 年的 11%。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增速继续上升，由 2013年的 68%上升至 2018年

的 84%。金融业从业人员增速大幅上升，2018年的绝对值达到了 1818万

人）。 

工业整体就业人员由2013年的1.4万亿下降到了2018年的1.15万亿，

供给侧改革行业的从业人员下降幅度最高，例如黑色金属采矿业从业人员

下降了 60%；汽车制造业从业人员上升 5%。法人单位数大幅上升，由 2013

年的 1066万家上升至 2018年的 2179万家，这主要是近年来“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结果。分区域来看，广

东法人单位数增幅最高，达到了 195%，由 2013 年的 106 万家上升到了

2018年的 313万家。 

按照目前情况推断，2019、2020年复合增速只要达到 6.03%就能实现

GDP翻番目标；若 2019年 GDP增速为 6.1%，则 2020年 GDP增速需要

达到 5.95%。 

一线城市领跑地产销售增速，首套房报价利率小幅上升。乘用车销售

仍在低位徘徊。高炉开工率平稳，低于去年同期水平，钢材库存快速下降。

猪肉价格连跌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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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新信息 

11 月 20 日和 22 日，国家统计局分别公布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

报》和《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公告》，相比前

三次经济普查传递出了什么新信息呢？ 

中国经济结构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 GDP 首现下调。第四次

经济普查后，2018年的第二产业 GDP修订为 36.5万亿元（修订前为 36.6

万亿元），下调幅度为 0.3%，而前三次经济普查后第二产业 GDP都是上调

的；第三产业 GDP则再次被上调，由修订前的 47万亿元上调至 49万亿元，

上调幅度为 4.3%（表 1），虽然低于前三次经济普查的幅度，但在统计制度

日益完善的背景下，仍然能够看出第三产业的超预期发展。 

表 1：历次经济普查第二和第三产业 GDP上调幅度 

普查年度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4 2.1% 48.7% 

2008 1.9% 9.0% 

2013 2.9% 5.2% 

2018 -0.3% 4.3% 

资料来源：统计局 

 

第四次经济普查对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

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由于第三产业企业数量众多（图 1、2）而且更新

迭代速度较快，在非普查年度1仅仅通过部分抽样调查势必会带来较大误差。

因此，普查对第三产业 GDP 上调幅度最高合情合理。而在普查中被新发现

的部门往往是新兴的、增速较高的部门，这也造成了从历次经济普查后对历

史 GDP的上修幅度来看，离普查年度越近，上修幅度越高2。在本次经济普

查对 2018年 GDP修订之后，2020年 GDP是否能较 2010年翻番还得看对

2010年 GDP的修订情况。按照目前情况推断，2019、2020年复合增速只

要达到 6.03%就能实现这个目标；若 2019 年 GDP增速为 6.1%，则 2020

年 GDP增速需要达到 5.95%。 

 

 

 

 

 

 

 

 

 

                                                        
1 非普查年度与普查年度的 GDP 核算是两套体系，在资料和方法采用上区别较大。例如，

针对个体经营户的调查，在非普查年度，只对个体工业和个体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开

展了抽样调查，而对个体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商务租赁业等没有开展统

计调查。 
2 详见 2019 年 8 月 1 日报告《增长多少，GDP 翻番？》。 

http://www.hibor.com.cn


2019-11-24 宏观经济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3- 证券研究报告 

 

 

图 1：历次经济普查产业活动单位数量  图 2：历次经济普查个体经营户数量 

 

 

 资料来源：统计局  资料来源：统计局 

 

从服务业内部来看，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增速有所下降，其中房地产开发

经营从业人员增速由 2013年的 61%下降至 2018年的 11%（均为相对于上

一次普查年度的增速，下同），而房地产中介服务从业人员保持较高增速，

由 2013年的 107%小幅下降至 2018年的 104%（图 3）。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增速继续上升，由 2013年的 68%上升至 2018年

的 84%。金融业从业人员增速大幅上升，由 2013年的 6%上升至 2018年的

254%，绝对值达到了 1818万人（图 4）。 

图 3：历次普查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增速  图 4：历次普查互联网业与金融业从业人员增速 

 

 

 资料来源：统计局  资料来源：统计局 

 

工业整体经历了“去工业化”，就业人员由 2013 年的 1.4 万亿下降到

了 2018年的 1.15万亿，只有四个工业行业的从业人员有所上升。从工业内

部来看，供给侧改革行业的从业人员下降幅度最高，例如黑色金属采矿业从

业人员下降了 60%；汽车制造业从业人员上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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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工业行业从业人员变化率（2018年相对于 2013年） 

 资料来源：统计局 

 

法人单位数大幅上升，由 2013年的 1066万家上升至 2018年的 2179

万家，这主要是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的结果。分区域来看，广东法人单位数增幅最高，达到了 195%，由

2013年的 106 万家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313 万家；上海法人单位数增幅最

低，仅增加了 8%（图 6）。 

图 6：各省法人单位变化率（2018年相对于 2013年） 

 资料来源：统计局 

 

2、一线城市领跑地产销售增速 

一线城市领跑地产销售增速。11 月 17 日当周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

面积同比-5%，较 11月 10日当周有所回升。其中一线城市最高，达 65%；

二、三线城市分别为-26%、4%（图 7）。房价方面，10月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1%（9月为 0.4%）；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分别上涨 0.5%、0.6%（9月分别为 0.6%、0.8%）（图 8）。同比涨

幅分别为 4.7%、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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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0城周度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  图 8：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1月 17日 

资料来源：Wind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0月 

资料来源：Wind 

 

首套房报价利率小幅上升。10月全国首套平均房贷报价利率为 5.52%，

较 9月小幅上升 1bp（图 9）。乘用车销售仍在低位徘徊。2019年 11月 17

日当周乘联会口径厂商日均零售 4.9万辆，同比下降 6%，降幅较 11 月 10

日当周有所缩窄（图 10）。 

图 9：首套平均房贷利率与下降银行占比  图 10：乘用车周度销量同比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0月 

资料来源：Wind，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1月 17日 

资料来源：Wind 

 

3、钢材库存快速下降 

高炉开工率平稳，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全国整体高炉开工率总体平稳，

11月 22日当周为 65.33%，低于去年同期水平（67.54%）（图 11）。钢材

库存快速下降，11月 22日为 780万吨，低于历史最低值（图 12）。11月

22 日，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较 10 月 25 日低点上涨 5.1%。总体来看，下

游地产和基建的需求短期对钢价有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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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高炉开工率平稳  图 12：钢材社会库存快速下降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1月 22日 

资料来源：Wind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1月 22日 

资料来源：Wind 

 

10 月挖掘机销量增速下滑。10 月挖掘机销量为 1.7 万台，同比上升

11.5%，增速较 9月的 17.8%有所下降（图 13）。分类型来看，小、中、大

挖国内销量同比分别为 14%、-2%、16%。水泥价格上升，略超季节性。11

月 22日全国价格指数较十天前上涨 3.4%（图 14）。 

图 13：挖掘机销量和当月同比  图 14：水泥价格指数 

 

 

 注：数据截至 2019年 10月 

资料来源：Wind 

 注：数据截至 11月 22日 

资料来源：Wind 

 

电厂耗煤量回升。2019年 11月 1日至 22日，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量为 59.3万吨/天，位于五年均值上方，同比上升 15.4%（图 15）。电厂煤

炭库存累积速度弱于往年，2019年 11月 22日为 1660万吨，回落至历史最

大值下方（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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