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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汪
文正） 记 者 从 财 政 部 近 日 举 行 的
2023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
布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19203 亿元，同比增长
13.3% 。 其 中 ， 税 收 收 入 9966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5% ； 非 税 收 入
19542亿元，同比下降 0.6%。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53884亿元，同比增
长 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
入65319亿元，同比增长13.5%。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
乾介绍，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较高，

除经济恢复性增长带动外，主要是去
年4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
数；今年相关退税恢复常态，上半年
同比少退15236亿元。受此影响，税
收收入特别是国内增值税大幅增长，
相应拉高财政收入增幅。

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地 区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8% 、
10.7%、17.5%、17.5%。31 个省份收入
同比均实现正增长，其中，10 个省份
增长 20%以上，15 个省份增长 10%—
20%之间，6个省份个位数增长。

支出方面，各级财政部门持续加
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
域的投入，基本民生、乡村振兴、区域
重大战略、教育、科技攻关等重点支出
得到有力保障。上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33893 亿元，同比增长
3.9%。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
长 7.9%；教育支出增长 5%；卫生健康
支 出 增 长 6.9% ；农 林 水 支 出 增 长
3.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2.5%；住房
保障支出增长8.5%。

薛虓乾表示，从后期收入走势看，
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将为财政

收入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但随着去年
下半年留抵退税逐步恢复常态，今年
下半年留抵退税同比少退的不可比因
素会逐步消退，月度财政收入增幅将
相应有所回落，总体会与经济税源增
长相适应。

上半年，财政部加强专项债券的
下达、拨付、使用管理，切实发挥专项
债券拉动投资的积极作用。各地发行
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 21721 亿
元，累计支持专项债券项目近2万个，
优先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建
设。其中，用于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 7275 亿元、交通基础设施
4211 亿元、社会事业 3588 亿元、保障
性安居工程3267亿元；各地用作项目
资本金约2000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
基础设施领域，近一半用于国家重大
战略项目，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3%
31个省份收入同比均实现正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27588 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一季度加
快2.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77.2%，明显高于去年。国家统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总体看，今年上半年消费潜力逐步释
放，消费恢复态势向好，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从全年来看，支撑消费增长的有利条件较
多，消费有望继续扩大。

接触型消费明显回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司长付凌晖介绍，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
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经济恢复向好、消费场景拓
展、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居民消费稳步扩大，
市场销售增长加快：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出行类和接触型消
费增势较好。随着各类服务消费场景的恢复，餐
饮、交通、旅游消费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7%，明显快于
全部消费支出增速。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同比
增长21.4%；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56.3%。

——商品销售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增
长较快。满足居民发展型需求的商品销售增势较
好。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限额以
上单位八成商品零售类值保持增长。汽车等大宗
商品消费持续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6.8%。

——消费新动能发展壮大，绿色消费、数字
化消费扩大。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量超过
300 万辆，同比增长 37.3%；限额以上单位低能耗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 20%。
随着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新型商业模式带动增
强，网上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10.8%。

——文化娱乐消费潜力释放，乡村市场发展
向好。随着线下消费场景有序恢复，体育赛事、
演唱会、戏剧表演等文体活动增多也带动消费扩
大。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名
义增长 38.5%。全国电影票房同比增长 52.9%，观
影人次增长51.8%。

产品服务供给提质升级

面对消费市场较快恢复，供给方积极行动，
全面对接需求。

有的围绕客户诉求下功夫。针对消费者对折
叠屏手机的更高需求，OPPO 组建专门的研发团
队，在铰链设计、高强度复合碳纤维材料选配、
手机影像系统集成等方面持续攻坚，推出Find N2
系列产品。

有的紧盯前沿技术做文章。今年上半年，智
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12%，其中智能车载设备增长

36.3%。360 智慧生活集团副总裁孙浩介绍，该企
业今年推出智能网络录像机、4G摄像机等多款全
新产品，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北京，全聚德、吴裕泰、稻香村、北冰洋
等重点老字号推出系列满减等优惠活动；在上
海，“2023 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在一个月时间
里累计举办 320 多个国内外品牌的首发主题日活
动……全国各地热门商圈纷纷提升服务，聚拢人
气。“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了四大主题活动：迎
春消费季、全国消费促进月、绿色消费季、国际
消费季。同时，举办了消博会、国际丝绸博览会
等重大展会，还有棉纺消费季、老字号嘉年华、
双品网购节等多个重点活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
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锋说。

多措并举释放内需潜力

虽然消费市场较快恢复、消费结构优化升
级，但也要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仍待
增强，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如何进一步促进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全面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2023 年 家 政 兴 农 行 动 工 作 方
案》《关于促进家居消费的若干措施》 ……连日

来，一大波政策已经出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金

贤东说，促进消费既是当前恢复和扩大需求的
关键所在，也关系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和向往。下一步，针对制约居民“能消费、
敢消费、愿消费”的痛点和堵点，国家发改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做好完善消费政策、提升消费能力、优
化消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等重点工作。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必须多渠
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我们将持续做好稳就业促
增收的各项工作，落实落细稳就业政策措施，促
进青年等重点群体就业。同时，依托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系统推进收入分
配领域重点工作，强化重点群体支持和帮扶，增
加低收入者收入，积极探索促进居民增收有效路
径。”金贤东说。

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 ③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7.2%，明显高于去年

消 费 恢 复 态 势 向 好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今年以来，江西省
德兴市大力发展夜间经
济，打造夜间消费的新
业态、新场景。图为 7
月 20 日，德兴市一处
夜市灯火阑珊，前来消
费的市民络绎不绝。

卓忠伟摄
（人民视觉）

近日，由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昌
平 区 人 民 政 府 举 办 的
2023 年旅游进社区系列
活动启动，吸引了 6000
名 社 区 居 民 与 86 家 旅
游企业参加。图为市民
在活动现场选购产品。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为期 3 天的内蒙古
（呼和浩特） 养老服务
业博览会 7 月 20 日在呼
和浩特市举行，60 余家
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智
能护理、康复辅具等养
老服务业领域的最新产
品和技术。图为参观者
在博览会上了解康复辅
具机器人。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暑假期间，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开设暑期公益学堂，为辖
区 30多家企业的 150名员工子女免费提供暑期托管服务，组织开展竹竿
舞、赛冰壶、多向拔河、足球训练等趣味活动，让他们乐享假期生活。
图为7月20日，员工子女在跳竹竿舞。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聚焦汽车机电、新能源新材料、电子
信息、医药及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稳步构建“领军企业+产业集群+
特色园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文登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由2021年
的56%增长到目前的60%。图为7月21日，工人在文登区一家纺织企业加
工家纺产品。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本报呼和浩特 7 月 21 日电
（记者王俊岭） 21 日，由中国核学
会主办、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承办的
全国铀矿地质勘查高质量发展大
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
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十年
来，我国铀矿找矿实现重大突破，
中国新增的铀矿资源量占开展铀
矿勘探以来查明总量的 1/3，其中
优质可采资源量占比超过70%。

天然铀是核工业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相关产品在核能发电、医疗

卫生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天然
铀的供应链安全对核工业健康发展
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军利说，十年来，中国铀矿
地质勘查进入新阶段，中国核工业
地质局在找矿突破、能力建设、科
技创新、海外勘查等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绩，完成了由传统模式向高质
量发展的转型，不仅夯实了国内铀
资源保障基础，而且有效发挥平抑
国际铀价“压舱石”的作用。

本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
管理局 20 日宣布，决定将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
参数从 1.25 上调至 1.5，并于 2023

年7月20日实施。
两部门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完

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继
续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资金来
源，引导其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本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
王俊岭） 商务部 20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6 月，我国对外投资
持续增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316.1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22.7% （折合622.9亿美元，同比增
长14.8%）。

数据显示，1 至 6 月，我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 801.7 亿元人民币，同
比 增 长 23.3% （折 合 115.7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15.4%），占同期总
额的18.6%。

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
营业额 490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7%。

本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6月底，2023年中央财政
安 排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已 下 达
91.1%，具备条件的均已下达完
毕，为地方做好基层“三保”（保
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工作
提供有力财力保障。

2023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10.06万亿元，剔除支持基层落实减
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
后增长 7.9%。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 23649 亿元，增长 10.3%，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4107 亿
元，增长 8.7%，持续加大对地方的
财力支持。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

上半年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2.7%

截至6月底

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1.1%

中国铀矿地质勘查进入新阶段

本报北京7月 21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 21
日召开的 2023 年上半年重点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集团
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
上半年，新能源开工854万千瓦、投
产 552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在建规
模达3981万千瓦，均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集团新闻发言人黄清
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集团宁
夏中卫“沙戈荒”大基地一期、山
东渤中海上风电 B2 场址、宁东复
合光伏基地等一批项目全容量并

网。玛尔挡、双江口、旭龙等水电
工程提前完成节点目标。同时，集
团实施全产业 100％绿电消费指导
意 见 ， 绿 证 申 领 较 去 年 底 增 长
117％。此外，集团加快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与陕西、宁夏、甘肃、
新疆、河北、江苏、广东等省区深
化合作，有力推动榆林 CTC 项
目、哈密能源集成创新基地、腾格
里基地、巴丹吉林基地、疆煤入宁
铁路规划、黄骅港、天津港和朔黄
铁路扩能改造、海上风电等重大项
目进程。

国家能源集团：

上半年新能源开工投产规模均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