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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投资消费好转，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本报记者 汪文正

国家统计局 9 月 15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71 亿元，
同比增长 0.5%，增速年内首次
由负转正；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5.6%，增速比7

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0%，比 7
月份上升0.5个百分点。总的来
看，8月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六稳”“六保”落实成效
日益显现。

本报北京9月 15日电 （记者吴
秋余） 中国人民银行 15 日发布的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增刊显
示，自去年8月17日启动改革完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形成机制以
来，经过一年多的持续推进，LPR
改革取得重要成效，LPR 已经成为
银行贷款利率的定价基准，金融机构
绝大部分新发放贷款已将 LPR 作为
基准定价，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
准转换已于今年8月末顺利完成，转
换率超过92%。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存量贷
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已顺利完成。全
国金融机构累计转换 67.4 万亿元、
8056.4 万 户 ， 转 换 比 例 92.4% 。 其
中，存量企业贷款累计转换35.5万亿

元、84万户，转换比例90.3%；存量
个 人 房 贷 累 计 转 换 28.3 万 亿 元 、
6429.7 万户，转换比例 98.8%。已转
换的存量贷款中，91%转换为参考
LPR 定价，其中存量企业贷款和个
人房贷分别为 90%和 94%。转换过程
中，存量个人房贷利率保持平稳；存
量企业贷款利率有所下降，可直接减
少企业存量贷款利息支出。从下一个
重定价周期开始，房贷借款人和贷款
企业均可享受 LPR 下降带来的政策
红利，进一步减少利息支出。

随着 LPR 运用占比显著提升，
贷款利率隐性下限被完全打破。2020
年7月，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
款 基 准 利 率 0.9 倍 的 贷 款 占 比 为
40.2%，是改革前 2019 年 7 月的 4.4

倍。LPR 的下行带动贷款利率明显
下降，降幅超过 LPR 本身的降幅。
2020 年 8 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 5.43%，较改革前的 2019 年 7 月下
降 0.67 个百分点。而同期 1 年期 LPR
由 4.25%下降至 3.85%，降幅为 0.4 个
百分点。这反映了LPR改革增强金融
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提高贷款市场竞
争性、促进贷款利率下行的重要作用，
通过 LPR 改革打破利率传导机制障
碍、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成效显著。

央行表示，将继续深化 LPR 改
革，推动实现利率“两轨合一轨”，
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健全
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形成新发展格局。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顺利完成

94%的个人房贷转换为参考LPR定价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顺利完成

94%的个人房贷转换为参考LPR定价

本报北京9月 15日电 （记者
徐佩玉） 记者 14 日从中国人民银
行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发文，
在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和山东省
临沂市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推
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振兴发展，
为全国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积累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为探索普惠金融助推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有效路径，经国务院同
意，近日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
等 部 门 ， 分 别 向 江 西 省 人 民 政
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江西
省赣州市、吉安市普惠金融改革

试验区总体方案》 和 《山东省临
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
试验区总体方案》。

根据两个方案，江西省赣州
市、吉安市将健全多层次多元化普
惠金融体系，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
融，强化对乡村振兴和小微企业的
金融支持等。山东省临沂市将推动
农村金融服务下沉，完善县域抵押
担保体系，拓宽涉农企业直接融资
渠道等。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在三
市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有助于
推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振兴发
展，有利于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
色的区域金融改革格局。

本报北京9月 15日电 （记者
郁静娴）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8月
份全国生猪生产继续较快恢复，能
繁母猪基础产能进一步巩固，猪肉
市场供应正在逐步改善。农业农村
部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上市肥猪量持续增加，四季度供
需关系将进一步缓和，猪肉价格水
平不会高于上年同期。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份，
全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4.7%，连
续 7 个月增长，同比增长 31.3%；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3.5%，连
续11个月增长，同比增长37.0%。

各地养殖场户持续开展复养、
增养，生猪基础产能进一步巩固。
8 月份有 2030 个新建规模猪场投
产，今年以来新建规模猪场投产累
计已达11123个，去年空栏的规模
猪场也有11844个复养。全国年出
栏500头以上规模猪场数量由年初
的16.1万家增长到17.1万家。

随着猪肉市场供应逐步改善，预
计四季度价格将低于去年同期。据了
解，3月份以来，生猪出栏连续6个月
环比增长，8月份生猪出栏环比增长
5.0%。8月份以来，猪肉价格震荡趋
稳，进入9月份后略有下降。

三市将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8月份生猪生产继续较快恢复
今年，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扎兰屯
市政府、税务、金融
等部门积极出台优惠
政策，鼓励农民发展
沙果、黑木耳、食用
菌等庭院经济，巩固
脱贫成果，促进致富
增 收 。 图 为 9 月 15
日，呼伦贝尔扎兰屯
市大河湾镇群众在晾
晒沙果干。

韩颖群摄
（人民视觉）

9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发
布数据，8 月份
全国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3571 亿 元 ，同
比增长 0.5%，为
今年以来首次
正增长。图为消
费者在山东青
州市某集贸市
场上选购水果。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9月15日，第二十二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拉
开帷幕。本届工博会以“智
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
展”为主题，展览面积 24.5万
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全球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
业 参 展 。图 为 工 博 会 上 的

“潜龙三号”潜水器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智能·互联

本报北京 9 月
15 日电 （记者赵展
慧） 15 日，中国民航
局举行新闻发布会表
示，8 月，民航业共完
成旅客运输量 4553.9
万人次，接近去年同
期的 3/4，同比增速
较 2 月提高了 58.9 个
百分点，其中，国内
航空客运市场加快恢
复 ， 本 月 共 完 成
4535.1万人次，已恢
复至去年同期八成以
上，并超过今年 1月
份，是今年以来月度
国内旅客运输规模的
最高值。

受境外疫情持续
蔓延影响，国际航线旅
客运输规模持续处于
低位。8月完成旅客运
输量18.9万人次，同比
下降97.3%，日均运输
约6000人次。

货运方面，8 月，
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
输量 54.6 万吨，恢复
到去年同期的86.7%，
其中，国内、国际航线
分别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6.2%、
87.8%。从货运方式看，全货机
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本月全货机完成货
邮运输量22万吨，较去年同期
增长20.1%。

国
内
航
空
客
运
恢
复
至
去
年
同
期
八
成
以
上

庭
院
经
济
有
奔
头

庭
院
经
济
有
奔
头

庭
院
经
济
有
奔
头

积极变化在增多积极变化在增多

“8 月份国民经济克服疫情和汛情的不
利影响，保持了稳定复苏的态势。”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 9 月 15 日举行的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从主要数据来看，1-8 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货物出口累计增速
实现年内的首次转正，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增速接近转正；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当月增速年内首次转正。“总体来看，积极
变化在增多。”付凌晖说。

积极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
消费和投资继续好转。8 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其中商品零售额
增长 1.5%；前 8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
降0.3%，降幅比1-7月收窄1.3个百分点。

工业和服务业恢复加快。8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增速比上
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
长4%，增速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1-8月城镇新
增就业 781 万人，8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8 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涨幅比上个月回落
0.3个百分点，总体上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外贸和外资增长好于预期。8 月份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增长11.6%。8
月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8.7%。

经济增长新动能在增强。8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7.6%。
1-8 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8.8%，服务
机器人、智能手表等产品产量当月增长
70%以上，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当月产
量增长30%以上。

市场主体活力在增强。8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2%，连续6个月高于临界点。

消费复苏有基础消费复苏有基础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5%，实现增速年内首次转正，成为当前
经济运行的一个亮点。未来，消费是否有
望保持回暖势头？

付凌晖指出，当前影响消费复苏的因
素来自三方面：一是前期居民收入受到一
定影响；二是为了防控疫情，各地采取了一
些限制性措施，比如景区限流、电影院限
流，这些措施影响了一些消费活动；三是在
疫情影响下，居民对消费还有担忧情绪。

“这些因素正在逐步减弱。总的看，随
着经济恢复，居民就业保持总体稳定，这
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国内防控形
势总体稳定，前期防控的限流措施在放
宽，比如像景区人流量的限制都在放宽，
有利于消费增长；居民外出的意愿在增
强，消费保持恢复就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付凌晖说。

谈及当前国内消费的主要特点，付凌
晖指出，一是在消费总量恢复的同时，结
构升级态势在持续，8月份限额以上社会消
费商品零售额中，化妆品类、通信器材
类、金银珠宝类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二

是线上消费较快增长的同时，线下消费也
在恢复，前8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增长15.8%，8月份餐饮收入下降7%，降
幅比上月明显收窄；三是在实物商品消费
恢复的同时，服务性消费在稳步恢复，8月
下旬电影票房收入的增长已接近去年同期
的90%左右。

“应该说，消费的恢复是有基础、有条
件的。随着居民就业保持稳定，居民收入
增加，国内消费环境改善，特别是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后期消费有望继续恢复。”付
凌晖说。

促进经济稳定恢复促进经济稳定恢复

后续经济恢复将呈现何种态势？“从三
季度情况来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生产都
比二季度有所改善，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长 4.8%，8 月份加快到 5.6%。服务业生产
指数也是在回升和提高的。”付凌晖预计，

“如果 9月份这种态势能够延续，三季度当
季增速会比二季度明显加快。”

付凌晖指出，一方面，需求回升、投
资加快、消费恢复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在逐
步增强，目前PPI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说
明需求对于生产的带动在改善。另一方
面，为企业纾困的政策在下半年还会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如全年新增减税降费2.5万
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1.5万

亿元等。
“从生产状况来看，企业效益是在改善

的，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
19.6%，服务业企业的利润降幅也在明显收
窄，这些条件有利于经济稳定恢复。”付凌
晖说。

付凌晖同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的变
化主要还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多数主要指
标增速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一些指标的累
计增速仍处于下降区间。

“从下半年情况来看，确实还面临一些
风险因素。国际方面，世界经济整体复苏
比较艰难，特别是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还未
得到有效遏制，经济的外部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较多。国内方面，一些行业和企业
仍较困难，存在复苏不平衡的状态。”付凌
晖说，下一阶段，要落实好“六稳”“六
保”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的稳定恢复。

上图：9月15日，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
国宗元裕龙重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

刘满仓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