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经济 2023年 8月 16日 星期三1010

核心阅读

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
体平 稳，转型升 级扎实 推
进。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产
业升级态势持续，就业物价
总体稳定，创新绿色发展势
头向 好，民生保 障有力 有
效。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
经济持续恢复和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下半
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发展质量继续提高。

广东省阳江市沙扒镇，天蓝云白，海风阵

阵。日前，在沙扒镇离岸约 55 千米的华电阳

江青洲三海上风电场，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

源发展公司海上风电运维团队迎风出海，完

成了该海域 67 座风机等关键电气设备的新一

轮巡检，确保风力发电安全稳定运行，为用户

输送可靠的绿色电能。

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修

编完成《广东电网公司碳达峰行动方案（2023
年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了支撑

能源生产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推动能源消费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等 7 个方面 40 项重点任

务，以及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系统工程、主网架

优化工程等 9 项重大工程项目，全力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动能的持续支撑。

广东电网多措并举支持广东海上风电产业发

展，持续做好省内海上风电项目并网服务。

前不久，广东电网正式批复中广核惠州港

口二海上风电项目接入系统方案，项目开发建

设进入新的阶段。项目投产后，惠州港口海上

风电基地装机容量将达 100 万千瓦。基地全

部机组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提

供清洁电能约 3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8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31万吨。

“项目计划采用的 12 兆瓦抗台风半直驱

风机，是国内最新研发的机型。为保障新型

风机安全投运，我们提前谋划，在广东省风电

临海试验基地（汕头）开展认证检测，确保项

目后续按计划投产。”广东电网新能源服务中

心市场服务组副组长凌正茂说。

截至 6 月底，广东电网已服务 25 个海上

风电并网项目，装机超 790 万千瓦。到 2025
年，海上风电预计投产规模达 1800 万千瓦。

“广东电网将大力支持海上风电发展，不

断提升新能源并网服务能力，开辟新能源配

套电网工程建设绿色通道，加快新能源配套

送出工程建设，适应‘双碳’目标下新能源快

速发展、快速接入的需求。”广东电网相关负

责人说。

今年 4 月，在汕尾市陆河县河口镇西湖

村，粤港澳大湾区 500 千伏外环东段工程（汕

尾段）汕尾开关站送电成功，标志着广东目标

网架第二阶段项目建设取得开门红，离年内

基本建成广东目标网架更近了一步。

根据《行动方案》，广东电网将持续推进

电网转型升级，2023 年基本建成广东目标网

架，东西分区电力交换能力达 1000 万千瓦，东

西两翼网外送能力分别达 1500 万千瓦、900
万千瓦。至 2030 年目标网架全面建成，东西

分区电力交换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至 1200 万千

瓦，东西两翼网外送能力分别达到 1500 万千

瓦、1200 万千瓦。

广东电网战略规划部主网规划科高级经

理刘新苗介绍：“目标网架系列工程投产后，

将进一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水平，提升电网对广东未来沿海核电、

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规模发展的适应性，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供坚强支撑。”

南方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并网服务能力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电网支撑
本报记者 赵梦阳

“7 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生产需求

基本平稳，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8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宣布，本月起增加

发布服务零售额数据。服务零售额包括交

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娱乐等领域

服务活动的零售额。前 7 月，服务零售额同

比增长 20.3%。

虽然部分指标增速有所
放缓，但国民经济总体延续
向好态势

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

好。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转型升

级扎实推进。

国内需求继续扩大。前 7 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3%；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 20.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3.4%。

产业升级态势持续。前 7 月，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明显快于全部投资

增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继

续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1.9%，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7 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 5.3%，低于去年同期 0.1 个百

分点。7 月份，CPI 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

同比下降 0.3%，但环比上涨 0.2%，5 个月来首

次上涨；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

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

针对社会关注的青年就业情况，付凌晖

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千方百计促进大学毕业

生 就 业 ，已 举 办 线 下 校 园 招 聘 活 动 19.8 万

场。从教育部门了解的情况看，高校毕业生

就业状况总体稳定，去向落实率和落实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均略有提升。

创新绿色发展势头向好。前 7 月，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23.1%，科

技投入持续增加，创新驱动发展动能持续增

强。7 月份，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分

别增长 24.9%和 65.1%，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

入，新能源产品较快增长。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前 7 月，原煤产量

同比增长 3.6%，发电量增长 3.8%。7 月份，粮

食价格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鲜菜、猪牛

羊肉价格都有所回落。

“7 月份，虽然部分指标增速有所放缓，

但国民经济总体延续向好态势。”付凌晖说。

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新
动能积聚壮大，工业运行有望
保持总体平稳

7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下降 4.4%，降幅比上月收窄 1 个百分点，

为今年来降幅首次收窄；PPI 环比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

“PPI 同比降幅收窄有利于企业营收改

善、工业生产恢复。”付凌晖说。7 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从工业运行情况看，7 月份工业生产主

要有四大特点。

高端制造和智能产品制造发展总体较

好。随着产业向高端延伸，以航空航天为代

表的高端制造业较快增长，7 月份规模以上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居民对智能消费产品的需求扩大，带

动相关产业增长，7 月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3%。

新能源相关产业发展向好，新能源汽车、

光伏电池等产品较快增长，对上下游行业带

动也在增强。7 月份，充电桩产量增长 26.6%；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品产量增长 52.3%。

原材料行业生产加快。随着终端需求拉

动增强，7 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8.8%，比上月加快 2 个百分点。其中，钢

铁 、石 油 煤 炭 加 工 行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5.6%和 14.8%。

“下阶段，尽管面临市场需求制约，但随

着经济恢复，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新动能积

聚壮大，工业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平稳。”付凌

晖说。

随着经济内生动力增强，
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大，经济
有望持续恢复向好

观全球，世界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看

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需求不足、结构性矛盾

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等制约。

“但是，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

雄厚、发展空间广等优势明显，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付凌晖说，随着经济内生动

力增强，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大，经济有望持

续恢复向好。

国内需求拉动持续——

从消费来看，消费市场恢复态势仍在持续。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在暑期旅游出行带

动下，服务消费增长较快，7 月份，营业性客

运量同比增长 47%，餐饮收入增长 15.8%。

文化娱乐消费持续扩大。 7 月份，全国

电影票房收入环比增长 111%，文体演出等娱

乐活动增加明显，带动消费增长。

网上零售继续保持活跃。前 7 月，全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0%，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 26.4%，对同期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35%。

实体店铺零售平稳增长。随着线下消费

活动增多，前 7 月，限上实体店零售额同比增

长 4.2%。

“下阶段，随着经济恢复、居民就业改善、

收入增加及促消费政策显效，消费有望持续

扩大。”付凌晖说，从大数据观测情况看，旅游

消费有望持续回暖，电子产品、家居消费等相

关消费有望逐步改善。

从投资来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有

望持续增长，助力经济稳定发展。

前 7 月，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8.5%，

但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8%，制造业投资

增长 5.7%，支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付凌晖表示，随着产业升级发展、创新驱

动增强，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持续增

长，助力经济稳定发展。

外部环境有望改善——

看需求。“7 月份以来，全球通胀水平明

显回落，主要经济体加息可能趋近尾声，全球

金融市场动荡的局面有所缓解，全球经济可

能好于预期。”付凌晖说，这为我国外贸稳定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看供给。我国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较为

完善，货物出口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强。今年

以来，我国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保持基本

稳定，外贸展现较强韧性。

同时，我国持续推进贸易伙伴多元化，前

7 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7.4%，快于全部进出口增速。付凌晖表示，下

半年，随着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政策效应持续

显现，我国出口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宏观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今年以来，聚焦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问题，

各部门陆续推出促进家居、电子产品、新能源

汽车消费等政策，出台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民间投资等扩大投资的政策。

“近期，相关部门正积极谋划实施促进经

济回升向好的储备政策。”付凌晖说，这些政

策效果逐步显现，有助于推动经济恢复向好。

“综合来看，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经济

持续恢复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较

多，下半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发展质量

继续提高。”付凌晖说。

生产需求基本平稳，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7月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权威发布R
说起云南大理的双廊，不少人

的第一反应就是古镇。靠着苍洱风

光、古城三塔的溢出效应，借着交通

改善的契机，这几年双廊旅游发展

不错。不过，也有一些声音随之而

来：“当地除了苍山洱海，其他没什

么可看的，可买的、可玩的也少。”

说起来，双廊古镇吃住行水平

“在线”，可游购娱略显单调。年轻

人在这里休闲旅拍挺好，但亲子游

去处略少。特别是到了旅游旺季，

古镇内游人摩肩接踵、一房难求，原

本主打的安静，反而成了奢求。

客观来讲，古镇休闲游是当地

主要特色。在此基础上，如果能不

断挖掘新的文旅增长点，可以进一

步提升游客体验。

实 际 上 ，双 廊 并 不 只 有 古 镇 。

除了洱海边的 4 个渔村，双廊镇还有

3 个山村，但此前鲜有游客问津。究

其原因，主要短板是交通不便、知名度低。

这两年，除了打造中心景区，双廊还不断提升山区

道路等基础设施，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游客上山入

村，推进当地旅游从景区向全域转型升级。如今，山上

的伙山村建起了农民画社、咖啡馆，吸引了不少年轻游

客；村里还在对原有的第一产业进行适旅化改造，游客

在自驾或徒步途中，不但可以采摘绿色农产品、品尝特

色火锅，临走还能购买蜂蜜等特产。

从双廊的实践来看，引导游客上山入村，带动了周

边乡村产业发展，起到了推动山区乡村振兴的效果。

由此观之，跳出景点发展旅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

径。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要持续提升完善周边

乡村基础设施，还要用全域旅游的观念做好周边规划，

以更好发挥中心景区的带动作用。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从古镇游拓展到周边游，不

断丰富游客体验，符合旅游业态从观光到休闲体验转

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道必答题，值得

更多地方思考、尝试。如此，方能一起写好景区带动乡

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大文章。

让
古
镇
游
体
验
更
丰
富

杨
文
明

不断丰富游客体验，
让景区景点更好带动周边
发展，既是旅游业转型升
级的要求，也是一篇推动
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经济时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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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管理条例》启动修订立法调研
强化全链条监管措施

本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者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近日组织《直销管理条例》修订立法调研，来自 11 个

省份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骨干及业内知名法律专家参加本

次立法调研活动，对直销监管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现行《直销管理条例》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施行至今已

18 年。18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环境、消费环境、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领域移

动支付、5G 技术、直播带货等飞速发展，直销市场高质量发

展面临新的变化，《直销管理条例》修订迫在眉睫。

据了解，此次条例修订，一方面，支持直销企业创新发

展，改变现行条件下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合理制度，进

一步激发直销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培育世界级直

销企业；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直销行业特点的监管制度和

机制，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措施，防止出现欺诈行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稳定。

7月民航旅客运输量6242.8万人次
行业总体运输规模首超疫情前水平

本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日前从中国

民航局获悉：7 月份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 6242.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83.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3%，创民航月度历史

新高。其中，国内航线共完成旅客运输量 5907.5 万人次，环

比增长 16.8%，同比增长 74.6%，客运规模超过 2019 年同期

的 12.1%；国际客运市场仍处于恢复阶段，共完成旅客运输

量 335.3 万人次，环比增长 32.6%，客运规模相当于 2019 年

同期的 50.9%。

据统计，7 月份，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推动航空运输市

场持续增长，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13.7 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 67.1%，运输规模连续 8 个月回升，行业总体运输

规模首次超过疫情前水平。

上海发布两大未来产业发展白皮书
本报上海 8月 15日电 （记者沈文敏）15 日，由上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

纬景储能等新型储能专委会成员单位编制的《上海新型储

能产业发展白皮书》《上海扩展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

《上海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上海正在以人

才、技术、资本、软件等综合优势，助力储能赛道发展。目

前，上海的新型储能企业覆盖了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氢

储能等不同技术路线。《上海扩展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显

示，上海在扩展现实的硬件、软件、内容生成和平台支撑方

面优势明显，在光学模组、图像传感器、微型显示等硬件领

域优势突出。

此次发布的两份白皮书针对未来能源与未来智能两大

领域中的细分赛道，聚焦新型储能与扩展现实行业，对其概

念内涵、技术路线和产业链进行阐释，并结合国际国内趋势

格局，剖析了上海在该领域发展的优势、特色和主要进展，

针对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8 月 15 日，湖北省荆门

市东宝区，沪渝蓉高铁武宜

段转体角度最大的跨浩吉铁

路特大桥 T 构转体梁，在两

套 500 吨自动连续张拉千斤

顶的牵引下，成功实现顺时

针 88 度转体，顺利横跨于运

营繁忙的浩吉铁路上方。其

成功转体，为沪渝蓉高铁后续

架梁和铺轨施工奠定了基础。

史家民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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