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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

算 ，上 半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616836 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就上

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记者：如 何 评 价 今 年 上 半 年 经 济 运 行

表现？

答：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

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成绩来之不易。

一是从宏观指标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从经济增长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

动能偏弱，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

较大，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诸多困难和挑

战。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现依

然较好，一季度 GDP 增速快于美国、欧元区、

日本等，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年

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从就业看，尽管面临总量和结构性压力，

但经济增长特别是劳动密集度高的服务业持

续恢复，为稳定扩大就业提供了支撑，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

从物价看，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收入

稳定，市场供需关系有所改善，物价水平温和

回升。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0.1%，其中二季度上涨 0.3%；核心 CPI
基本稳定，同比上涨 0.7%。

从国际收支看，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达 21.2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重点产

品出口优势巩固。

二是从发展质量看，转型升级稳中有进，

产业向“新”向“绿”转型态势更加明显。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5.8%，比

一季度提高 0.6 个百分点；集成电路、服务机

器人、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智能绿色新

产品表现亮眼，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新的消费场景，

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模式不断涌现，

带 动 实 物 商 品 网 上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8.8% 。

绿色发展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水电、

核 电 、风 电 、太 阳 能 发 电 量 合 计 同 比 增 长

13.4%，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比重提升；单

位 GDP 能耗继续下降。此外，夏粮再获丰

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提升，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尽管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

升，交出一份可圈可点、沉甸甸的成绩单。

从 二 季 度 当 季 情 况 看 ，GDP 同 比 增 长

4.7%，增速比一季度有所回落，对此要全面辩

证看。二季度经济体量超过 32 万亿元，工业

增加值、货物进出口总额都超过 10 万亿元，

这些总量指标规模依然十分可观。就业形势

比较稳定，客运量、铁路货运量、用电量等实

物量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新产业新动能培育

成长，这些都表明经济平稳运行的态势没有

变，积极因素还在继续累积。从中长期看，经

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

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

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加大

记者：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等一系列宏

观调控举措相继出台，请问政策效果怎么样？

答：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

度，围绕扩内需、提信心、惠民生、防风险，靠

前发力、加快推进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

策措施。随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实落地，政策

效应陆续显现，对推动经济稳定运行、引导产

业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正

在逐步释放。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上半年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7.3%，拉动

投资增长 2.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54.8%；制

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0%，高于制造业投

资 0.5 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带动了相

关设备生产较快增长，惠及多个重点行业。

上半年，规模以上金属冶炼设备、机床数控装

置、农产品加工专用设备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9.7%、19.2%、49.4%。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潜力

有序释放。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1%，比

上年同期加快 2.1 个百分点。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数据显示，上半年，狭义乘用车零售

量 984 万辆，同比增长 3.3%；其中新能源乘用

车零售量 411 万辆，同比增长 33.1%。

——房地产市场活跃度近期有所提升。

各地区各部门因城施策，积极调整优化

房地产政策，扎实做好保交房工作，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政策效应逐渐释放。上

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

降幅比 1—5 月份收窄 1.3 个百分点、2.9 个百

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

资金降幅也有所收窄。近几个月二手房网签

面积同比也有所增长，一线城市 6 月份成交

面积环比增长较快。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

等“三大工程”积极推进，拉动房地产开发投

资 0.9 个百分点。也要看到，目前房地产市场

仍处在调整转型过程中。

——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发行使

用为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保障。

有关部门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

政府专项债和中央预算资金，合理安排发行、使

用进度，推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为推进

投资领域提质增量提供了必要资金保障。上半

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5.4%，比全部投资快

1.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2个百分点。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记者：今年以来，各地区积极培育新质生

产力。请问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如何，经济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有哪些亮点？

答：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在稳定经济运

行的同时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

上持续用力，着力激发内生动力活力，高质量

发展稳步推进、势头向好。

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增强，新质生产力培育

成长。今年以来，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大

国重器频频“上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

入了新动能。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8.7%，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保

持两位数增长；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智能

手表等智能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1.6%、

22.8%、10.9%。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10.6%，快于全部投资 6.7个百分点。

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能源生产消费

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

比增长 34.3%，配套产品充电桩、汽车用锂离

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 25.4%、16.5%。与

此同时，清洁能源体系加快建设。初步测算，

上半年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比重同比提高 1.9 个百分点。

高水平开放继续深化。在世界经济增长

动能偏弱、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

景下，我国外贸出口质升量稳，进口规模稳步

扩大，对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上半年，

汽车、船舶、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

增长 22.2%、91.1%、25.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3.9%。我国积极拓

展世界经贸合作“朋友圈”，上半年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7.2%。

与此同时，免签国家范围继续扩大，外国人来

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热度攀升，中外

人员交流更加密切。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

境外国人超 1400 万人次，其中通过免签入境

的人次同比增长近 2 倍。

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

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久久为功、持续

用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任

务落实到位，促进新旧动能平稳转换，切实增

强经济内生动力。

图①：7 月 15 日，山东荣成，风力发电机

迎风旋转。 杨志礼摄（影像中国）

图②：7 月 14 日，游客在新疆奇台江布拉

克景区游玩。 陶维明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张丹峰

转型升级稳中有进 政策效应陆续显现

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刘志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5.0%。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能够实现 5.0%的经济增长，难能可贵。

难能可贵在逆水行舟，勇开顶风船。面

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在一个更加不

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挑战之巨、困

难之大，可想而知。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中

国一季度经济增速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预

计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领先。不久

前，世界银行也上调对 2024 年中国经济增速

的预期。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和稳定力量。

难 能 可 贵 在 保 持 定 力 ，不 走 回 头 路 。

习 近 平总书记指出：“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

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

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细看今年以来的创新

成绩单，嫦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背采样返回，

深中通道创下 10项世界之最，我国搭建国际首

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 6G 试验网……科技自立

自强水平持续提升，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

入新动能，产业向“新”向“绿”转型态势更加明

显。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样的 5.0%，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难能可贵在昂扬斗志，坚定改革心。解

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关键在于全面

深 化 改 革 。 推 动 政 务 服 务“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一网通办”“免审即享”等实招广受好

评；不断创新完善宏观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设

立 5000 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37 个口岸实施 144 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

障碍，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高

质量发展的潜力、活力、创造力愈加蓬勃。善

于用改革的方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

问题，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把握战

略机遇、赢得战略主动的坚实底气。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

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

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等，经济发展具

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正在举行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改革增

动力、政策有合力、市场添活力，中国经济必

将交出更振奋人心的发展成绩单。

读懂5.0%的“难能可贵”
楠 溪

■经济新方位R

本报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郑海鸥）根据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和调研测算：上半年全国营

业 性 演 出（不 含 娱 乐 场 所 演 出）场 次 25.17 万 场 ，同 比 增 长

30.19%；票房收入 190.16 亿元，同比增长 13.24%，观众人数

7910.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1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演

出市场活跃度高于去年同期，演出产品在拉动消费、联动产

业、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型演出市场上半年呈持续增长态势，演唱会、音乐节票

房收入同比增长 134.73%；观演人数同比增长 63.35%。其中

5000 人以上大型演唱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率最高。

小剧场、新空间显现出更多可塑性。上半年，专业剧场、

小剧场以及新空间演出场次同比增长 32.21%。

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推进，陕西、湖南、山西等多地出台专

项措施或补贴方案助力旅游演艺发展。上半年，全国大中型

旅游演艺项目演出场次同比增长 26.37%。

大型演出市场上半年持续增长
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增 134.7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万里长江奔流不息，在江西留

下 152 公里的“黄金水道”。

去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 九 江 市 考 察 调 研 时 指 出 ，无 论

未 来 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

哪个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

育。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

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把长江保护好。

为了守护一江碧水，江西多措

并举，持续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

的文章。

站在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储运

运行部 2 号码头，可见长长的银色管

道整齐排列，连接引桥和泊位。“这

就是运输管道。在管道陆域和水域

交接的地方，我们安装了远程紧急

切断阀，一旦出现意外，可以防止油

污外泄。远处江面上的橙色带子是

充气式围油栏。”九江石化储运运行

部副总工程师胡荣江告诉记者。

来到九江石化斑鸠园水生态景

区，只见池水清澈，锦鲤游弋……各

类污水经过处理后，能够养鱼。抬

头一望，不远处便是钢铁森林一般

的石化设备。池塘边的电子屏幕

上，环境实时监测数据一目了然：污

染物浓度远低于国家标准。

这些年，江西长江沿岸的“绿”

意越来越浓。

九江市独拥长江江西段 152 公

里岸线。市产业升级促进中心副主

任龚辛孙告诉记者：“九江市近年来

对长江沿岸的小型化工企业进行整

顿清退，已完成 127 家分类排查和

整顿，其中清退 33 家。同时，九江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共有国家级绿色工厂 26 家、国家级绿色园区 2 家。”

为防止生活垃圾填埋对地下水水质产生影响，进而威胁

长江水质安全，“近年来，九江市新建 3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实

现了生活垃圾‘零填埋’，100%无害化处理。”九江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王新民对记者说。

九江市彭泽县，是长江在江西的最后一站。

盛夏时节，彭泽县御龙湾长江湿地公园满目葱茏。难以

想象，这里曾是废弃的狮子山采石场，一度岩壁裸露、水土流

失严重。经过综合治理，废弃矿山变身公园，亲水平台、观江

亭、游步道一应俱全，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打卡地。

在彭泽县，像狮子山采石场一样的废弃矿山不止一处，多

集中在长江沿岸。彭泽县拥有 46.5 公里长江岸线，以往的无

序采矿给长江岸线留下一道道“疤痕”。

彭泽县聘请专业施工单位实行专业化修复，“目前，已完

成 51 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3 家矿山成功创建国家级绿

色矿山。”彭泽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欧阳垂星说。

江西长江流域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 97%，几乎每条河都与

长江相连，每年汇入鄱阳湖、经鄱阳湖调蓄后流入长江的水量接

近 1500亿立方米，约占长江总水量的 15%。近年来，江西推进赣

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鄱阳湖全流域综合治理，成绩亮眼。

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它的水质直

接影响长江。在赣江支流乌沙河岸边，一处看起来像口袋公

园的地方，其实是南昌礼步湖污水处理站。

曾经，沿线居民区的生活污水直排导致乌沙河污染严重。

2018年，为快速解决水体黑臭问题，占地面积 4000平方米、日处理

污水量 2万吨的礼步湖污水处理站开建，两个月内便完工投运。

据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张强华介绍，这座

污水处理站运用新型污水处理工艺，避免了异味散逸，周边居

民区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出水可达地表水准Ⅳ类标准，直接

回补乌沙河。

在附近居住多年的居民胡美锋对记者说：“以前河里都是

污水，天气一热臭味飘好远，我们根本不到这里来。”有了污水

处理站，乌沙河和礼步湖的水质好了起来，胡美锋经常一大早

就来锻炼。

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其他河湖沿岸。

五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站在长江边眺望，滚滚东去的

江水，见证着江西奋力保护长江的绿色答卷——

长江干流江西段连续 6 年保持Ⅱ类水质，江豚在江面嬉

戏的场景频频出现……长江生机勃勃，江西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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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 7月 15日电 （记者门杰伟）记者近日获悉：《关

于促进东北三省一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决定》于今年 7 月起

施行。决定共 16 条，包括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整

合旅游资源，提升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建立省、自治区政府

间协调推进机制，加强旅游市场开发合作，推动旅游宣传推广

一体化，共建旅游市场经营主体合作与交流平台等内容。

三省一区出台决定

促进东北旅游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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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