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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 7 月份

国民经济主要数据。7 月份主要指标增速继

续放缓，其中疫情、汛情造成了多大影响？如

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特点？下半年中国

经济走势如何？在 16 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进行了

解读。

主要宏观指标仍处合
理区间，创新发展韧性增强

“7 月份，受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和国内

汛情、疫情影响，部分主要指标增速有所回

落。但是从累计来看，主要宏观指标仍处在

合理区间，经济总体延续了恢复态势。”付凌

晖表示。

生产稳定发展。看农业，夏粮今年增产

2.1%，秋粮生产总体稳定，全年粮食丰收有较

好基础；看工业，1—7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4.4%，两年平均增长 6.7%，继续

较快增长；看服务业，1—7 月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 19.6%，两年平均增长 6.5%，保持

良好发展。

需求继续增长。1—7 月，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长 4.3%，投资平

稳 增 长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20.7%，两年平均增长 4.3%，市场销售保持增

长；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4.5%，两年平

均增长 10.6%，进出口较快增长。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1—7 月，全国城镇

新 增 就 业 达 到 822 万 人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74.7%；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居

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6%，均低于宏观调控

年度预期目标。

“7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略升 0.1 个百分点。5.1%不仅低于上

年同期水平，也低于 2019 年同期水平。”付凌

晖解释，由于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

场，一般 6 月份到 7 月份之间失业率的上升幅

度会比较大，“但今年来看，7 月份和 6 月份

比，失业率上升幅度比疫情前的水平低，说明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创新发展韧性增强。1—7 月，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5%，两年平均增长

13.1%。新产业发展向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20.7%，两年平均增长 14.2%，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 194.9%和 64.6%，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 17.6%，新产品、新业态迅速

增长。

新发展格局构建持续推进。1—7 月，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39 个行业同比实现增长，

其中 27 个行业同比增速超过 10%；货运量、

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21.7%和 7.8%；限额以

上单位 18 个商品类别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

均超过 10%。

“随着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我国生产领域

保持恢复，流通领域总体活跃，分配领域利润

和收入较快增长，消费领域逐步回暖，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循环改善。”付凌晖说。

受短期因素影响，市场
销售有所放缓，但是消费恢
复态势有望持续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5%，增速比 6 月份回落 3.6 个百分点，其中

江苏、河南市场销售增速回落幅度明显大于

全国平均水平。

“7 月份，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引发

险 情 灾 情 ，受 灾 地 区 居 民 生 产 生 活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境 外 输 入 引 发 的 本 土 聚 集 性 疫 情

波 及 多 个 省 份 。 上 述 因 素 与 基 数 效 应 叠

加 ，市 场 销 售 增 速 有 所 放 缓 。”国 家 统 计 局

贸 易 外 经 司 统 计 师 申 俊 利 分 析 ，今 年 前 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0.7%，两

年 平 均 增 长 4.3% ，比 1—6 月 份 略 回 落 0.1
个 百 分 点 ，消 费 品 市 场 总 体 上 仍 然 延 续 恢

复态势。

半数以上商品零售较快增长。 7 月份，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8%。从商品类别看，

限额以上单位 18 类商品中，16 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正增长。

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7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吃类、日用品等基本生活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均增长 13.1%；金银珠宝、

文化办公用品和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商品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势 头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3%、14.8%和 20.7%。

餐饮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受极端天气

和 疫 情 影 响 ，7 月 份 餐 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4.3%，增速比 6 月份回落 5.9 个百分点。

“ 总 的 来 看 ，受 短 期 因 素 影 响 ，市 场 销

售 有 所 放 缓 ，但 是 消 费 恢 复 态 势 有 望 持

续 。 随 着 疫 苗 接 种 的 不 断 推 进 ，精 准 防 控

的有效实施，消费市场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付凌晖说，就业扩大、居民收入增加也有利于

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有望总体保持稳定恢

复态势。

下半年我国经济仍然
会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

“去年经济受到疫情影响，整体趋势是前

低后高。今年受基数影响，全年来看，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会呈现前高后低的状况。”付凌晖

表示，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两年平均增速

总体上保持加快态势。今年上半年经济两年

平均增长 5.3%，比一季度加快了 0.3 个百分

点，说明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综合来看，

下半年我国经济仍然会保持稳定恢复的态

势，主要宏观指标会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质

量会继续提升。”

从消费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环

境的改善，消费会继续回暖。“今年上半年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速为 12%，比

一 季 度 明 显 加 快 ，有 利 于 提 升 居 民 消 费 能

力。”付凌晖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实际增长 17.4%，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速

度，表明居民消费意愿在提高。

从投资看，“十四五”规划的一些重大项

目陆续启动建设的同时，制造业投资也在持

续回暖。1—7 月，制造业投资增速两年平均

增长 3.1%，比上半年加快了 1.1 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看，世界经济总体在复苏。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年全球经济增

长 6% ，主 要 贸 易 增 长 会 保 持 在 较 快 的 水

平。我国工业生产在全球贸易中占有比较

重要的地位，全球经贸环境的改善有利于进

出口增长。

分析经济形势，要看经济增速，还要看

就业、物价、居民收入。“综合来看，随着经济

恢复、就业优先政策继续显效、企业效益增

加，居民就业稳定和收入增加有望持续。”付

凌晖分析，从物价来看，农业生产总体稳定、

工业和服务业供给能力比较强、保供稳价措

施有力，居民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

主要宏观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可能性比

较大。

判断经济走势，要看发展速度，更要看

发展质量和效益。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质

量效益在提升。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

利用率达到 78.4%，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上

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

成本同比减少 0.98 元，利润同比增长 66.9%，

两年平均增长 20.6%，经济效益在提升。上

半 年 ，全 国 单 位 GDP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2%，清

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 0.4 个百分点，绿色发

展在推进。

“随着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持续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力度加大，

发展质量有望继续提高。”付凌晖说。

7月主要宏观指标仍处合理区间
随着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持续推进，下半年发展质量会继续提升

本报记者 陆娅楠

眼下，在河北省平泉市杨树岭镇瀑河源种植基

地的香菇大棚内，一排排香菇菌棒长势正好，53岁的

张景祥正埋头细心管护着。“这已经是长出的第四茬

菇了，再过一两个月又可以再上新菌棒。”

地处冀辽蒙三省区交界处的平泉，是一个“七山

一水二分田”的山区县级市。依托当地的林木资源

和气候条件，平泉市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通过建立

“龙头企业（合作社）+标准化园区（基地）+贫困户”

的经营模式，带动当地农户通过种植香菇增收致富。

“每年光我们基地帮助农户销售出去的香菇就

有至少 1 万吨以上。”瀑河源种植基地负责人高树

满介绍。近几年来，平泉市将栽培品种逐步发展到

香菇、滑子菇、杏鲍菇、平菇、黑木耳、双孢菇、灵芝

等十余种，共带动全市 3.5 万农户、12 万余人脱贫

和就业创业。

在几百公里外的邢台市临城县，一颗小核桃也

做出了“大文章”。“去年光卖核桃我就挣了 9万多元，

今年估计收入比去年还要多呢！”再过几天，自家的核

桃便进入收获季，临城县郝庄镇李家村村民李贵峰难

掩喜悦。

依托 60 多万亩的丘陵山地资源，临城县因地制

宜发展核桃种植产业，目前全县已种植了核桃林 28
万亩。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了确保核桃销路畅通，

临城县以产业化经营项目为切入点，大力扶持核桃深

加工企业。不仅如此，临城县还积极拓展核桃产业

旅游功能，打造了集优质核桃种植与深加工、销售与

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目前，全县

共有近 8 万人从事核桃相关产业。

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河北持续

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支持每个脱贫县因

地制宜发展壮大 1 至 2 个农业特色产业。目前，已

在 全 省 脱 贫 地 区 建 设 设 施 蔬 菜 、特 色 杂 粮 、中 药

材、板栗、优质苹果等多个特色产业带，形成了平

泉香菇、临城核桃、围场马铃薯、迁西板栗、深州蜜

桃等一批独具特色的乡村致富产业，有效带动了当

地群众持续增收。

河北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核心阅读

受到疫情影响，去年
经济整体趋势前低后高。
今年受基数影响，全年来
看，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会
呈现前高后低的状况。

随着新发展格局构建
的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继续深化，改革创
新力度加大，发展质量有
望继续提高。

■权威发布R

增加资源投入，
优先保障“三农”金融
服务

“真没想到，贷款这么简单。”

说这话的是陕西省大荔县安仁镇

黄都村“80 后”水果种植户袁佳。

种水果对大棚要求比较高，

袁佳琢磨着把自家的温室大棚改

造成钢架棉被棚，可手头资金实

在困难。“我试着联系了一下我们

这的农行，没想到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就来到我家，录入资料，向邻

居和村干部了解我的情况之后，

没 几 天 20 万 元 贷 款 就 放 下 来

了。”截至今年 6 月末，袁佳已累

计从农行贷款 40 余万元。“现在，

我种的水果已进入收获期，年收

入超过 30 万元没问题。”袁佳高

兴地说。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

有 力 的 金 融 支 持 。 中 国 农 业 银

行董事长谷澍说，“农行坚定面

向‘三农’，持续为农业农村发展

输送‘金融活水’。”党的十八大

以来，农行持续加大对国家粮食

安全、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

民 生 产 生 活 等 重 点 领 域 的 支 持

力度，充分保障乡村振兴金融服

务需求。

增 加“ 三 农 ”和 县 域 贷 款 投

放。截至 6 月末，农行县域贷款

余 额 5.90 万 亿 元 ，增 速 11.47%；

农业贷款余额 7486 亿元，比年初

新增 1098 亿元，增速 17.18%；脱

贫县贷款增速 10.46%，高于全行 1.72 个百分点。

优先保障“三农”金融服务资源。截至 6 月末，农行

1.26 万个县域网点，覆盖 31 个省份的所有县。未来三年农

行将迁建的 1000 个县域网点，也会主要迁建到城乡接合部

和重点乡镇。

精准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今年农行计划新增乡村产业

领域贷款 700 亿元以上，截至 6 月末，乡村产业领域贷款余

额达 5491 亿元，比年初增加 598 亿元，增速达 12.23%。

创新产品，满足“三农”客户差异
化需求

种了 20 多年荔枝的罗国忠，是广东省惠州市镇隆镇塘

角村有名的荔枝种植户。

今年夏天，罗国忠又品尝到丰收的喜悦。可就是几个

月前，他还在担心收成会减产。“去年秋天开始，气温偏高导

致荔枝遭遇旱情，果园里急需安装灌溉设备，可钱从哪来？”

当罗国忠一筹莫展时，农行主动提供服务，上门了解罗

国忠的生产经营情况、资金需求缺口，并为其量身定制了金

融服务方案。在农行内部完成贷款决策流程后，罗国忠在

农行掌上银行上就申请到了贷款。“真没想到，在家里点点

手机，不用任何担保就贷到 26 万元。”在农行信贷资金支持

下，罗国忠的荔枝园再一次硕果累累。

得到农行特色金融服务支持的不只是罗国忠。我国县

域农村发展差异大，金融需求多层次多样性特点突出。针

对不同区域“三农”客户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农行建立了总

行统筹、分行为主的“三农”产品创新机制，丰富线上线下产

品体系，推出新型农村抵质押担保产品，加快“三农”特色产

品创新推广，构建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品牌体系。

今年上半年，农行创新和完善农业生产托管贷、县域旅

游开发建设贷款等产品，推出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贷款、农机具购置贷款、农产品收购贷款等 23 个区域

特色产品。截至 6 月末，农行设立“三农”产品创新基地 70
家，“三农”专属产品总数达到 245 个。

为让更多农户获得贷款支持，农行创新推出“惠农 e贷”，

建立农户信息档案，实现农户贷款线上化运作。截至 6月末，

“惠农 e贷”余额达到 5082亿元，比年初增加 1548亿元。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让农村更加
宜居宜业

“路修好了，桥马上修通，排污设施也改善了，看规划还

要建公园，现在乡亲们就盼着早点完工，早点享受更好的生

活。”江西省安福县平都镇罗家村党支部书记曾新民说。

罗家村位于安福县城西北，一条泸水河把这个村庄分

成了南北两面，村民主要居住在南面。以前，村民想到村

北，得靠渡船摆渡，而且村里不少地方还堆放着废物垃圾。

曾新民回忆，“那会乡亲们聚在一起就说，啥时候能过上又

干净又方便的日子。”

为了实现乡村美丽宜居，安福县决定改善泸水河沿线环

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状况，规划建设泸水河生态旅游片区，

总投资预计为 11.86亿元。“这个项目在建设泸水河沿河路网

工程以及对周边生态进行修复的同时，建设千亩茶园、千亩

金兰柚等，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治理乡村水环境，提升附近村

民的生活质量。”项目负责人王先宝说，“多亏农行大力支持，

项目进展非常顺利，预计路网建设今年就可以全部完工。”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农行大力支持国家农村道路畅通、

农村供水保障、乡村清洁能源建设、村级综合服务提升以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积极满足乡村建设中长期信贷

资金需求。截至 6 月末，农行乡村建设领域贷款余额超 1.2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 1100 多亿元，增速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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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心桥是广州首座跨珠江人行桥，北起二沙岛，南至广州塔，横跨珠江两岸，全

长 488米，主拱拱跨 198米，桥面最大宽度 15米。

图为 8 月 11 日晚，美丽的海心桥夜景。

王美燕摄（影像中国）

海心桥之夜

本报南宁 8月 16日电 （记者庞革平）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区构建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若干政策措施》，提出统筹整合自治区本级

财政资金 1000 亿元以上，支持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远洋

航线、民航客货运输航线等。

措施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到 2025
年，广西力争基本实现“全国前列、西部领先”的建设目标。

广西整合财政资金支持交通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