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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宏观经济 

       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正确的战略方向上艰难迈进， 

         仍需一个时代的努力。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结构—部分新兴及高技术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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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业增加值增速 月同比 %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月同比 %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月同比 %
工业机器人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0线
新能源汽车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SUV汽车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智能手机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集成电路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风力发电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太阳能电池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右轴 )
动车组实际产值增速 月同比 % (右轴 )



 

 









 

 





第二部分  我们2016年工作—五套指标 

    1、服务业（第三产业） 
     2、GDP的三次产业核算、 
        产业及商品扩张指数 
     3、工业经济分行业透视、 
        大宗商品供求与价格 
     4、一带一路、传统行业企业 
       （“原子头”、“初字头”）及大宗商品战
略 
     5、中国预期指数 







中国GDP总量及实际增速（支出法、研发投入计入资本形成额） 2015年后
及未来新时期：
服务业爆发及
新兴产业崛起
和一带一路

资本输出战略

2014年GDP
首破60万亿元

1952年GDP
679亿元

1978年GDP
3679亿元

1982年GDP
首破5000亿元

1986年GDP
首破1万亿元

1995年GDP
首破5万亿元

2000年GDP
首破10万亿元

2006年GDP
首破20万亿元

2008年GDP
首破30万亿元

2010年GDP
首破40万亿元

2012年GDP
首破50万亿元严重通货膨胀危机被迫重新审视价格

和论战经济体制改革闯关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大跃进

三年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

1978年
改革开放

大宗商品经济
和制造业双爆发

价格解放及
为市场经济准备

入世及出口爆发商品经济及
价格初试破冰
刺激了轻工业

及商业(含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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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发投入资本形成及占GDP比例

2009年研发投入
首破3千亿元

2004年研发投入
首破千亿元

2014年研发投入
首破8千亿元

每一次大的形势变化，

企业或主动或被动都会

增加研发投入， 2001、

2004、 2009年均如此；

这也为随后几年的经济

增长奠定了有益基础。

-2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5200
5400
5600
5800
6000
6200
6400
6600
6800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8400
8600
8800
9000
9200
9400
9600
9800

10000

1
95

2
年

1
95

3
年

1
95

4
年

1
95

5
年

1
95

6
年

1
95

7
年

1
95

8
年

1
95

9
年

1
96

0
年

1
96

1
年

1
96

2
年

1
96

3
年

1
96

4
年

1
96

5
年

1
96

6
年

1
96

7
年

1
96

8
年

1
96

9
年

1
97

0
年

1
97

1
年

1
97

2
年

1
97

3
年

1
97

4
年

1
97

5
年

1
97

6
年

1
97

7
年

1
97

8
年

1
97

9
年

1
98

0
年

1
98

1
年

1
98

2
年

1
98

3
年

1
98

4
年

1
98

5
年

1
98

6
年

1
98

7
年

1
98

8
年

1
98

9
年

1
99

0
年

1
99

1
年

1
99

2
年

1
99

3
年

1
99

4
年

1
99

5
年

1
99

6
年

1
99

7
年

1
99

8
年

1
99

9
年

2
00

0
年

2
00

1
年

2
00

2
年

2
00

3
年

2
00

4
年

2
00

5
年

2
00

6
年

2
00

7
年

2
00

8
年

2
00

9
年

2
01

0
年

2
01

1
年

2
01

2
年

2
01

3
年

2
01

4
年

2
01

5
年

2
01

6
年

2
01

7
年

2
01

8
年

2
01

9
年

2
02

0
年

2
02

1
年

2
02

2
年

年  份

研
发

投
入

总
量

：
亿

元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研
发

投
入

名
义

增
速

 
%

研
发

投
入

占
G
D
P
比

例
 
千

分
之

研发投入总量 研发投入名义增速 % 研发投入占 GDP比例 千分之 0线





























中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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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体企业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及承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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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 语 

1、中国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1）在2012年11月份十八大后，自2013年开始，中国
宏观经济加速体现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
尽管中国战略、大政方针、增长方式都已在十八大上明确，
但是全社会观望、懈怠、重复历史上一贯的等靠要某种政
府送礼的“好消息”，导致全部不意识、不行动、不作为，
全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2）到了2016年，全社会明显开始——放弃侥幸、行
动起来了。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功表明：
只要中国人意识了并且行动了，就没有办不成的成功。 

        所以，尽管问题还多，但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了！ 



 
2、朝向正确的战略方向迈进，只是起步，各种必然或不可

预见的问题依然很多。中国战略是宏观经济体量如此庞大
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从小到大、从低端
向高端进发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和曲折； 

 

       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需要一个时代甚至一两代人的不
懈努力。 

 

        可以肯定的是：1、必须先努力； 

                                  2、办法总比困难多； 

                                  3、成果一定是好的。 



3、产业尤其是广大的传统产业和众多企业，以及金融市场，
不适应都是必然的，但没有退路。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 

      金融市场不适应也是必然。尤其是，长期简单化地“拿
经济增速高与低作为绝对乃至唯一与金融市场挂钩”的思
维，本质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金融市场仍然没有面对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历史性的新时代这一现实。 

       无论企业还是金融市场的不适应，也许还需要一个时代
的延续。 

 

       然而，无论企业经营，还是金融市场，即便不适应或者
意识跟不上，但是，往前，总也会一些变化。 

       比如：2014年股市、2015年人民币汇率、2016年大宗
商品等等，就是意识变与不变来跟上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新
阶段的一些实际例子。 



倍特期货 ●2016年5月28日 ●成 都 

                            倍特期货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