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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中概股发展研究报告

1.1 境内外市场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分析

1.1.1 2018 年境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018 年中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发展态势，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供求总体平衡，增长动

力加快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就业稳中向好，消费

价格温和上涨。但受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及需求端“几碰头”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加大。宏观经济各方面概况如下：

消费增势平稳，进出口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平稳增长，网上消费增速加快，消费对经济

增长贡献上升。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

网上零售增势强劲，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1%；上半年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8.5%，比上年同期高 15.1 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向高端产业聚集，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

资中，制造业占比最高，占外资总量的 30.2%；高技术产业第二，占外资总量的 20.9%。

上半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

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税收增速加快 ,  财政支出相对平稳。财政收入结构中，税收收入 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点。财政支出增速减缓，财政赤字同比收窄。从支出结

构来看，财政支出增长较快的有科学技术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般贸易比重提升。上半年，进出口总额为 14.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7.9%。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升至 59%，比上年同期提高 2.3 个百分点，贸易结构

进一步优化。出口方面机电产品仍为主力，占出口总额的 58.6%，同比增长 7%。

工业增长总体稳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工业增长总体稳定，其中制造业加快向中高端

迈进，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2018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比高于第二产业 13.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

失业率小幅下降，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 92 个城市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2018 年上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略大

于供给，失业率小幅下降。从行业需求看，与上年同期相比，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市场用人需求增长较快；教育、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市场用人需求增长稳定。市场对中高级技术等级人才

和初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的用人需求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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