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财经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财
经
财
经

责编：聂传清 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 ④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增速分别较去年上半年和今年一季度加快
0.4个和 0.8个百分点。”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
师赵志国介绍，今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恢复向
好，信息化发展平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积极成效。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赵志国介绍，随着3月份以来一批稳经济政策
效果持续显现，各地支持制造业当家等政策举措
出台实施，工业经济保持恢复发展势头。5、6 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 3.5%、
4.4%，呈现逐月回升态势。

工业投资保持扩张，上半年同比增长 8.9%，
增速较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工业出口提质升
级，上半年“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
池、太阳能电池） 出口同比增长61.6%。企业效益
边际改善，利润降幅连续3个月收窄，利润结构不
断优化，5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2%，
连续两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小巨人”、专精特
新企业营业收入、利润增长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42.4%。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突破2000
万辆。同时，上半年太阳能电池、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产量分别增长 54.5%、34.1%。产业基础
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扎实推进，一
批重要技术产品实现突破，C919大型客机投入商
业运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顺利出坞。智能制造深
入推进，各地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近 8000
个，涌现出虚拟验证、共享制造等新场景、新方案、
新模式。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有色金属、建材、
钢铁、化工等行业能耗强度持续下降。

信息通信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上半年，信息通信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
势，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撑。

量质齐增，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行业发展
稳中有进，截至 6 月底，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17.1%，电信业务收入增长6.2%，1—5月规模以上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5310

亿元，成为赋能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
支撑。新兴业务快速增长，上半年互联网数据中
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 19.2%，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3.7 个百分
点，行业新的增长极加速形成。

建用并举，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在网络
侧，“双千兆”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 6 月底，
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总数293.7万个，具备千兆网
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数达2029万个。在应
用侧，上半年遴选并发布了218个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项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
过 240 家，5G 应用进一步拓展至纺织、水利等国
民经济大类。

创新驱动，产业实力进一步壮大。关键技术
加快突破，欧拉服务器操作系统技术成熟度不断
提升，累计装机量突破了430万套，为130个国家
或地区用户提供服务；开源生态蓬勃发展，共建
成员单位超 980 家，IPv6 的活跃用户数达到 7.67
亿，移动网络中的 IPv6 流量占比过半。产业竞争
力持续增强，通信设备、计算机等企业综合实力
稳步提升，1—6 月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1.24 亿
部，9家互联网企业跻身全球互联网市值前30，独
角兽企业累计达316家。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中小企业是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 质 量 标 准 品 牌 赋 值 中 小 企 业 专 项 行 动
（2023—2025 年）》，聚焦中小企业发展需求，采
取针对性措施，力争到 2025 年，形成百项优秀标
杆经验，新增千家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万家中小
企业质量升级、标准提档、品牌增效，推动中小
企业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激发涌现更多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

局局长陶青介绍，工信部通过质量提升、标准引
领、品牌建设，不断推动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发展
力。一是提升企业质量水平，普及先进质量工具
和方法，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和产品质量水
平。目前已树立456项全国质量标杆，引导超万家
中小企业导入标杆经验。二是引导企业实施先进
标准，在研发、设计、生产、管理等环节对标达
标，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标准制定 1000 余次。三是
促进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推动出台品牌培育管理
体系国家标准及 10大重点制造业行业标准，推动
万余家企业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

工 业 经 济 恢 复 向 好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河北省唐山市持续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推
动钢铁产业向精深化、
高端化发展，不断延长
钢铁产业链条，大力发
展高附加值、高竞争力
产品，全面提升高端精
品钢材比重，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图为首钢
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
公司镀锡板事业部成品
库内，吊装设备在将镀
锡板装车。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近年来，浙江省湖
州市长兴县因地制宜发
展光伏项目，将洼涝
地、荒地改造为“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最大
程度发挥自然资源效
应，助力乡村振兴、农
民增收。图为 7 月 23
日，在长兴县吕山乡雁
陶村，河道与民居、光
伏、稻田相映成景，构
成一幅美丽画卷。

陈海伟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丁
怡婷） 近日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
报告 （2023）》 显示，2022 年，国
内 油 气 企 业 加 大 勘 探 开 发 投 资 约
370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9%，其中，

勘探投资约84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
平；开发投资约 2860 亿元。天然气
勘探开发在陆上超深层、深水、页岩
气、煤层气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022 年全国天然气产量 2201 亿立方

米，连续 6 年增产超 100 亿立方米。
从消费结构看，城市燃气消费占比增
至33%；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化
工行业用气规模占比分别为 42%、
17%和8%。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
进，储气能力快速提升。2022 年，
全国长输天然气管道总里程11.8万公
里 （含地方及区域管道），新建长输
管道里程 3000 公里以上，西气东输
三线中段、西气东输四线 （吐鲁番—
中卫段） 等重大工程快速建设。全国

新增储气能力约50亿立方米。
油气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市场体

系加快建设。2022 年共挂牌出让广
西、黑龙江、新疆等省份 42 个石油
天然气、页岩气区块。浙江省天然气
管网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持
续推动全国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
设施运营效率稳步提升。

日 前 ， 国 家 能 源 局 组 织 召 开
2023 年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工作推进会，总结大力提升油气勘探
开发力度 5 年来的工作进展和经验。
5年来，全国原油年产量由 1.89亿吨
增长至 2.05 亿吨，天然气年产量由
1602亿立方米增长至2201亿立方米。

其中，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不断向
深 水 进 军 ， 2022 年 海 洋 原 油 产 量
5800 万 吨 ， 成 为 原 油 增 产 的 主 力
军。页岩油、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实
现跨越式发展，2022 年页岩油产量
突破 300 万吨，较 2018 年翻了两番；
页岩气产量达到 240 亿立方米，较
2018年增长122％。2022年，我国油
气自给保障率同比提升约 2 个百分
点，其中原油自给保障率从27.8％提
升至 28.8％，天然气自给保障率从
55.7％提升至近60％。

全国长输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11.8万公里
去年油气自给保障率同比提升约2个百分点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
县境内，塔里木油田博孜—大北区
块地面骨架工程天然气外输管道成
功投产。图为塔里木油田油气田产
能建设事业部组织人员进行管道投
产前的设备调试。

谭 辉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
李婕）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截
至 6 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57亿人、
2.4 亿人、2.94 亿人。个人养老金先
行工作平稳有序，截至6月底，全国
36 个先行城市（地区）开立个人养
老金账户人数4030万人。

会上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6
月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三
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3.91 万亿
元、总支出 3.37万亿元，6月底累计
结余 7.95 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
人数达 13.74 亿人，覆盖 97.3%人
口。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达到 8.08

亿人，覆盖57.2%人口。
社保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稳妥

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上半年调拨全国统筹调剂资金
1630 亿元，支持基金困难省份养
老金发放；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平稳实施；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积极推进。

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同步调整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推动各地提高当地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落实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政
策，上半年共为 1555 万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等缴费困
难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4030万

7月 21日，为期四天的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在广西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以“中医中药新荟萃，产业发展新交融”为主题，设置
中医药展览展示、主题会议、中医药产业招商推介会等活动。图为 7 月 22
日，人们在中医药产业展览现场交流。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本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
孔德晨）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代码中心
近日首次发布中国企业信用指数。
2022 年 度 中 国 企 业 信 用 指 数 为
158.36点，同比上升24.14点。

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以 2014 年
为基期，基点为100点。2014年至
2022 年 ， 中 国 企 业 信 用 指 数 由
2014年的100点，波动上升到2022
年的 158.36 点，创 2014 年以来的
历史新高，其中 2018 年和 2020 年
出现两次小幅下降，总体呈现“小
幅波动、稳中上升”的发展态势。
从中国企业信用指数9年来的发展
趋势来看，虽然受到国内国际多重

因素影响和冲击，中国企业信用水
平小幅波动，但总体持续上升，市
场秩序稳中向好，企业经营活力持
续恢复，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意愿持
续增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编制中国企业信用指数，可
以实现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的指数
化呈现，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提供宏观数据支持；提供多维度
的信用分析和管理方法，为优化
营商环境提供重要抓手；从市场
监管视角构建能够客观反映企业
信用状况的工具，为建立健全以
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提供
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太原电 （记者王飞
航） 为了应对夏季用电高峰，煤炭
大省山西正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煤
保供工作。记者近日从山西省统计
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山西规上原煤
总产量 67838.3 万吨，约占全国同
期产量的29.5%。

6月底，山西省电煤库存提升
至 1100 万吨以上，煤炭企业纷纷
挖潜增产，优先保障电煤供应。与

此同时，各地电厂也加大电煤采购
力度，努力增加电煤库存，尤其采
购预存一定量的高热值煤，确保迎
峰度夏期间可顶峰发电。

此外，为了确保电力迎峰度夏
平稳有序，山西每天约有 23 万名
煤炭产业工人奋战在生产一线，约
200万吨煤炭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
各地，为保障全国能源供应作出了
重要贡献。

本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近日从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获悉，上半年，中国信保实
现承保金额4543亿美元，同比增长
2.1%；支付赔款近9亿美元，同比增
长 22.4%；服务支持客户 18.3 万家，
同比增长11.5%。

中国信保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中国信保加强对产业链业
务的精细化管理，研究出台新能源

产业链支持政策，推动现有产业链
向上下游、细分领域延伸，助力相
关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
链，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例
如，今年上半年，以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外贸

“新三样”出口表现强劲。同期，
中国信保承保新能源产业链出口
174.8 亿美元、国内贸易 11.3 亿元
人民币，合计同比增长69.7%。

中国企业信用指数首次发布

山西上半年累计产煤近6.8亿吨

上半年中国信保承保金额4543亿美元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因地制宜发展黑玉米特色产业，打造一
体化精加工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图为 7月 22日，工作人员在黟县工
业园区将黑玉米依次包装寄出。 施亚磊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