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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PMI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企业复苏动能持续增强企业复苏动能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图为近日工人在山东省青州市一机械制造企业车间内进行焊接作业。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国家统计局7月3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0196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2%，降幅比一
季度收窄7.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辛佳
指出，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社会秩序有序恢复，文化企业复
工复产扎实推进，上半年，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降幅明
显收窄，向好态势逐步显现，文化企
业生产经营逐步趋于好转。

分行业类别看，文化及相关产业
9个行业中，新闻信息服务营业收入
3996 亿元，同比增长 13.4%，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创意设计服务营业收入
6250亿元，同比增长3.3%；其余7个
行业虽同比仍在下降，但降幅比一季
度明显收窄。

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营业

收入 15383亿元，同比下降 9.5%，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 9.0 个百分点；文化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6216 亿 元 ， 下 降
17.7%，降幅收窄9.6个百分点；文化
服务业 18598亿元，增速由一季度下
降2.9%转为增长1.7%。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营业收
入 24715亿元，同比下降 4.0%，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6.7 个百分点；文化相
关领域 15480亿元，下降 9.4%，降幅
收窄9.0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
入 30460亿元，同比下降 6.3%，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7.6 个百分点；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 5730 亿元、
3653 亿 元 和 353 亿 元 ， 分 别 下 降
6.7%、2.4%和 19.8%，降幅分别收窄
8.6、7.2和5.0个百分点。

辛佳介绍，上半年，“互联网+
文化”新业态继续逆势上行，线上文

化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从文化及相关
产业细分行业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
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
入 12939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8.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2.7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2.2%，比上年同
期提高 8.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
广告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多
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
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娱乐用智能
无人飞行器制造、可穿戴智能文化设
备制造等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

“下阶段，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宏观政
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经济逐步恢复，
文化消费需求将回补释放，文化市场
回暖向好态势将持续巩固，文化企业
生产经营将有望逐步改善。”辛佳说。

上半年规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40196亿元

文化企业生产经营逐步好转
本报记者 邱海峰

8月1日，为期3天的2020第二十六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本次博览会设置农资、节水灌溉、农牧业机械、苗木花卉、农林产品、金融服务六大展区，
吸引了全国400余家参展商参展，展示展销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图为参观者在博览会上选购创新
型植物增产剂。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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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日电（记者徐佩
玉） 中国人民银行 7 月 31 日宣布，
人民银行会同多部门审慎研究决
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 2021年
底。过渡期延长不涉及资管新规相
关监管标准的变动和调整。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按
照既有工作安排，资管新规过渡期将

于 2020年底结束。但今年以来，新冠
肺炎疫情对经济金融带来一定冲击，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范转型面
临较大压力。为平稳推动资管新规实
施和资管业务规范转型，经国务院同
意，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
局等部门审慎研究决定，资管新规过

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过

渡期延长不涉及资管新规相关监管
标准的变动和调整。为做好过渡期存
量资管业务整改工作，金融管理部门
将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夯实金融
机构主体责任，在锁定存量资产的基
础上，继续由金融机构自主调整整改
计划，按季监测实施，切实防范道德
风险。同时，完善配套政策安排，加大
创新支持力度，为存量资产处置提供
更多的方式和渠道。

本报北京8月2日电（记者汪文
正）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税务机
关围绕“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
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
局要尽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
的“四力”要求，开展“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 2020 年“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中，各级税务机关落实落细各
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断拓展“非接
触式”办税缴费服务；疫情发生后
多次延长纳税申报期限，依法为纳
税人办理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
款，持续为纳税人缓解资金压力。

税务部门还发挥税收大数据优

势为企业“牵线搭桥”，助力各级政
府科学决策，从供销链、上下游两
端全面深入分析，保市场主体、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3月18日至6月
30 日，全国税务系统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累计成交金额196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所长谭珩表示，下半年，全国税务
系统将继续按照“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的总体部署，紧扣时间节点抓
好各项措施的落实落地，让纳税人
办税更省心、更顺心、更舒心。

本报电（孔祥文、王智海） 8月
2日上午，在中国最北端的高铁站佳
木斯站附近，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完
成佳木斯特大桥连接的路基碾压。
至此，牡 （丹江） 佳 （木斯） 客专
佳木斯段线下工程提前完成，这条
位于中国最北端高寒地区的高铁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牡佳客专项

目经理林屹介绍，全长371.6公里的
牡佳客专是中国 《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 的建设项目之一，是国家“十
三五”规划的铁路重点项目。其终
点位于对俄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
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
佳木斯，距中俄边境仅 180 公里，
牡佳客专也成为目前中国最北端的
高铁工程。

牡佳客专由牡丹江站引出，全
线设牡丹江站、林口南站、鸡西西
站、七台河西站、桦南东站、双鸭山
西站、佳木斯站等 7 个车站，设计时
速 250 公里，计划日开行高铁约 90
对，远期输送能力为每年 2000 万人
次。它沿线经过5个地级市，其中，双
鸭山、七台河、鸡西将填补高铁空白
历史。全线通车后，将大大加强牡丹
江、佳木斯的铁路枢纽地位，牡丹江
至佳木斯将由现在的6小时缩短为2
小时左右，黑龙江东部 8个地级市全
部进入“高铁时代”。

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1年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成效显著

最北端高寒高铁建设进展顺利

智能巡检保供电
▶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应用了无

人机、室外巡检机器人、高清摄像头
和室内巡检机器人，能够实现智能识
别、自主分析功能，开创了国内“四位一
体”的变电站智能联合立体巡检模式。
新技术的使用为吉林长春新区产业快
速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电保障。图为日前
在长春新区贺家 220 千伏变电站，巡检
机器人正在开展线路巡检工作。

祝大伟 任依楠摄影报道

电网改造助脱贫电网改造助脱贫
◀南方电网贵州兴义

供电局根据地方脱贫攻坚
及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用
电 需 要 ， 进 一 步 增 加 投
资，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该局将贵州省普安县
龙吟镇电网建设纳入紧急
投资计划，对该镇电网进
行改造，总投资7712.97万
元，户均改造费用超过1.5
万元，预计今年8月完工。
图为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在
田间地头安装供电设备。

卢关文摄

7月3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7月
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1%，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5个
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生产指数、新订单指
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等各项指标均高
于 临 界 点 。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54.2%，比上月小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继
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制造业指标全面恢复制造业指标全面恢复

“7月份，制造业PMI为51.1%，延续上
月稳中有升的走势，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
中，有 17个行业 PMI高于临界点，较上月
增加3个，景气范围有所扩大。” 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
析，7月制造业PMI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生 产 普 遍 回 升 。 生 产 指 数 为
54.0%，略高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从行业
情况看，除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以
外，其他 20个行业的生产指数均高于临界
点，其中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等制造
业疫情以来首次升至临界点以上。为满足
生产需要，企业加大采购力度，本月采购
量指数回升明显，为 52.4%，高于上月 0.6
个百分点。

——需求逐步回暖。新订单指数为
51.7%，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
回升。从行业情况看，造纸印刷、电气机

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制造业新
订单指数在临界点以上连续上升，行业复
苏动能继续增强。

——进出口状况继续改善。随着全球主
要经济体逐渐放松隔离封锁措施恢复经济
活动以及国内出台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
施落地生效，制造业进出口有所回暖，本月
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48.4%和
49.1%，高于上月5.8和2.1个百分点。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升至近
期高点。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
格指数分别为58.1%和52.2%，与上月相比一
升一降。受下游行业需求回暖影响，上游产
品价格涨幅明显，石油加工、钢铁、有色等制
造 业 主 要 原 材 料 购 进 价 格 指 数 均 高 于
63.0%，出厂价格指数均高于58.0%。

“从 7月份制造业 PMI来看，中国经济
持续恢复回升的态势是明确的，也是让人
感到鼓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本报记者说。

服务业保持复苏态势服务业保持复苏态势

在非制造业方面，建筑业高位回升。
基建项目加快推进，建筑业工程量保持较
快增长，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5%，高
于上月0.7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62.5%，高于上月 3.2 个百
分点。从劳动力需求和市场预期看，建筑

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和 66.3%， 分 别 连 续 4 个 月 保 持 在
55.0%和65.0%以上。

服务业保持复苏态势。统计数据显
示，7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1%，
比上月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
界点。从行业情况看，邮政快递、住宿、
餐饮、电信、证券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
于上月，业务总量有所增加。“本月居民服
务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商务活动指数结束
连续 5个月的收缩走势，分别升至 51.1%和
51.9%，高于上月1.9和6.1个百分点，表明
在近期各地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作用下，前
期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聚集性、接触性
服务行业加快复苏。”赵庆河说。

张立群认为，当前非制造业PMI指数有
所下降，表明服务业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疫
情防控常态化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由于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及国内多方协力采取
措施，支持服务业行业恢复，上半年一些复
工滞后的电影、文旅等休闲娱乐，餐饮住
宿等方面行业加快恢复，下半年服务业扩
张步伐有望进一步加快。”张立群说。

扩大内需成为重点扩大内需成为重点

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7月份原材料库
存指数为 47.9%，从业人员指数为 49.3%，
均在临界点之下。张立群认为，库存水平

一直较低表现了企业在进一步扩大生产方
面的谨慎态度；从业人员指数偏低说明当
前很多劳动者在就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
难，企业整体的复工复产情况还不足以支
持充分就业的要求。

“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进一步回升
向好是有发展基础的，当前要解决的还是
需求不足的问题。”张立群说。他认为，下
半年要把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牢牢抓
住，要在面向长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这
方面下更大的功夫，真正发挥宏观政策逆
周期调节的作用，发挥政府投资在需求不
振的背景下提振投资的作用。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也认
为，当前需重点关注市场需求相对不足问
题。本月新订单指数为51.7%，保持在50%
以上，较上月也有所上升，但从指数升幅

和企业反映情况来看，市场需求整体仍相
对不足。新订单指数低于生产指数2.3个百
分点，需求恢复情况弱于供给。月内反映
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仍高于 53%，是
当前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抓好扩大内需的各项工作，切实激活
和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投资消费潜
力，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将更加稳
固。”张立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