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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
额等多项数据向好，释放出经济回暖之
意，其中，被喻为经济运行“晴雨表”
的用电量指标尤为引人关注。据中国国
家能源局日前公布的数据，5月，全社会
用电量 449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增速比 4 月份上升 0.7 个百分点，是该指
标一季度和 4 月增速明显回落后首次回
升。专家指出，这是国家近期连续出台
的微刺激政策开始显效。二季度经济企
稳后，预计三、四季度经济将温和上升。

用电量创年内新高

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 1-5 月 ， 全 国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累 计
21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337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 5.8%；第二产业用电量
15843亿千瓦时，增长5.1%；第三产业用
电量 2591 亿千瓦时，增长 6.4%；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2867亿千瓦时，增长6.4%。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认
为，从全社会用电量结构看，第三产业
用电保持较快增速，而工业用电虽总量
增长，但增速放缓，占整体用电量比例

下降，这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类似。
在前 5 月中，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3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相较于3
月份 7.2%的增幅和 2 月份 13.7%的增幅有
大幅回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
观室主任牛犁分析，4月份我国投资、消
费、工业生产增速都有所回落，宏观经
济延续了稳中趋缓态势。反映在用电量
上就是，工业用电量增速尤其重工业增
速出现回落。

到5月份，情况出现好转，该指标创
出年内新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评论称：“在我国现阶
段，用电量与经济增长同步才说明经济
运行比较健康。”

多策并举奠定回升基础

不止用电量，目前其他经济指标也
开始向好。据统计，5月份，中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反弹至12.5%，创今年
以来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
际增长8.8%，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
点；新增信贷创 10 年同期新高；出口同
比增长连续3个月走高。

“5 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收

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 3个月
微上调，货币资金投放温和上涨，信贷
增长……多项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开始止
跌企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
密集出台微刺激政策。徐洪才介绍，财政
政策方面，5月份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在棚
户区改造和民生保障方面花钱多；扩大了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货币
政策方面，定向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
率。投资方面，推出 80 个重点项目引导民
间资金参与。外贸方面，央行和海关总署
出台了稳定外贸增长的相关政策。农业方
面，出台金融服务“三农”等相关政策。

“各项政策从方方面面形成合力，经
济开始回暖，微刺激政策初显成效。”徐
洪才说。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
为，与过去简单依靠放松货币政策和扩
张财政政策相比，如今的药方则是更多
考虑改革、调结构和惠民生。

回暖势头仍需再巩固

经济虽有回暖迹象，但基础仍不牢
固。徐洪才认为，对当前成果要小心呵
护。未来经济增长压力还很大，稳增长
任务依然繁重。

“当前投资、消费热点还不多，产能
过剩问题存在，房地产业出现分化，外
贸5月虽有好转，但进口大幅下滑。这些

问题都需要解决。” 徐洪才指出。
林伯强认为，5月份用电量增速比上

月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全年 7.5%的 GDP
增长目标，说明当前经济有所回暖但仍
然低迷。

徐洪才建议，未来各项稳增长政策
要继续落实。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扩大
营改增试点，保证民生支出资金到位，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税改革要取
得实质性进展；货币政策方面，稳健的
基调不要轻易改变，同时增强政策的灵
活性、前瞻性、针对性，向小微企业和

“三农”倾斜，进行差异化调控，激发微
观主体动力。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要
保，对过剩产能和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要
压；简政放权方面，应总结上海负面清
单管理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广。

对于下半年经济形势，徐洪才预
计，整体平稳，实现全年经济增长 7.5%
的目标没有问题。

压题照片：我国西电东送“大动
脉”±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工程，其线
路经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五
省区。图为检修人员在±660千伏胶东换
流站进行500千伏阳泽I线铁塔施工。

徐 可摄 （新华社发）

微刺激政策初显效微刺激政策初显效 稳增长还需再巩固稳增长还需再巩固

用电量创新高再吹经济用电量创新高再吹经济暖风暖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罗罗 兰兰

【投资增速创出新低】

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07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7%，增速比1-4月份回落
1.7 个百分点，创出 2009 年以来最低纪录。其中，住宅
投资21043亿元，增长14.6%，增速回落2个百分点，占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8.5%。

此外，商品房销售数据也能反映出市场“遇冷”。
1-5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3607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8%。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3402万平方米，比4月
末增加750万平方米。

“在往年房地产市场都会有所复苏的红5月出现了数
据的全面下行，基本可以明确，市场起码将出现维持半
年以上的中期调整，尤其是非核心城市、非城市核心区
将出现明显价格调整。调整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资
金价格上涨导致房地产按揭、开发信贷收紧；二是全国
总体楼市供应告别绝对短缺，三四线城市出现供应过
剩。”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本报记者表示。

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兼秘书长谢逸枫则表
示，如果 6月数据还维持在低位，则说明房地产出现了

周期性下降探底。

【调控促市场回归理性】

面对退去热度的房地产市场，购房者的观望心态日
渐明显。“经过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进
入调整阶段，这是很正常的，应当理性看待。”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部分三四线
城市由于产业支撑和人口流入有限，房价回调已持续了
一段时间，这也使得房地产市场预期有所变化。

事实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分类调控”
的效果已经基本从房地产市场的分化结果中有了明显的
呈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俊看来，解决好
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就好比用“两条腿或者两个轮子驱
动”。他表示，第一条腿是发展住房市场，让尽可能多的
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市场上购置或者租赁住房；第
二条腿，为那些没有能力住上合适住房的家庭提供住房
保障。

“目前政府已清晰地把重点放在更努力地把保障房托
底的事情做到位上。”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同时
也就可以让商品房、产权房轨道上的市场机制更好地发

挥作用，在小幅正常波动中优化配置，健康发展。

【对“限购”不能求全责备】

在房地产市场承压下行的背景下，一些三四线城市
面对高企的库存已经悄然开始微调限购政策。缘起于
2009年、2010年左右抑制投机需求的限购政策是否仍有
持续的必要，近期也引起讨论。有学者表示，限购政策
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仍有专家指出，房地产市场调控
主要目标是追求供求平衡、市场平稳，对房地产市场的
宏观调控始终以坚持保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这个
原则来进行，限购政策本身对老百姓的自主性需求并不
产生太大影响，不能全盘否定其积极意义。

“中国的经济是带有行政调控的宏观经济，一般来说，
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房地产本身是
消费品，应该按照消费品的供需规律去看，而不能按照投
资品的规律去评价，从目前的效果上看，限购政策显然是
已经起到作用了。一般家庭的第一、第二套基本住房需求
并没有得到抑制，基本满足了刚需。”张大伟说。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分析
指出：“总的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迎来了多元化的
新格局，价量放缓已经成为基本事实。未来若干年房地
产市场的发展动力将来自两大需求，一是已经进城但没
有获得本地户籍的农村人口，以及期待进城的农村人
口；二是已经进城但希望在另外的城市定居或者发展的
人口。因此，限购政策也可以对应做出灵活调整，除了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按兵不动外，其他城市可以因地制
宜放开外来户籍人口的购房限制，并完善配套的房产税
和房地产登记制度，利用好房地产拐点这一时期。”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鹏飞）“中国食品安全诚
信宣言大会暨首届食品诚信联盟峰会”14日在京
召开。活动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发起主办，旨在激
发全社会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潜能与活力，凝聚
共识，汇成正能量，推动形成“守信受益、失信
必损”、“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市场氛围和

“明信知耻、惩恶扬善”的社会道德风气。
据悉，在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中商

联将在全国400多个城市举办为期一周的食品安全
进超市、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餐馆等科普宣
传活动；成立中国食品诚信联盟，促进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切实提高食品经营者诚信自律水平。

新华社南昌6月15日电（记者郭强） 记者从
江西省财政厅获悉，近日，江西省正式启动地方债自
发自还试点工作，今年地方债发行规模为143亿元。

江西省财政厅介绍，为做好地方债发行工
作，江西省已决定组建地方债承销团，2014 年地
方债发行规模为143亿元，其中5年期债券57.2亿
元，7年期债券42.9亿元，10年期债券42.9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2014 年，上海、浙江、广
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
岛将开展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其中江西是中部
地区唯一试点省份。

本报沈阳电（记者刘洪超） 记者日前从沈阳
铁路部门获悉，7 月 1 日零时起，沈阳铁路局将调
整列车运行图。调整运行图后，新开通的长春至乌
鲁木齐直通特快列车，将改写东北地区到新疆没有
直通列车的历史，T302/3 T304/1 次经由京哈、沈
山、高新、大郑、集通、集包、包兰、干武、兰新线运
行，全程共有 39 个停靠站，列车运行里程 4483 公
里，全程运行时间56小时44分，打通了东北连接西
北地区的铁路运输通道，必将极大地促进沿线城市
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流动，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增速创多年新低 销售面积亦下降

楼市投资“退烧”显现市场理性
本报记者 宦 佳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增速较前4个月回落1.7个百分点，创57个月新低纪录。同时，房地产销
售面积也同比下降。专家分析指出，数据的全面下行是由于部分城市前
期供应量过大、房价过快上涨等风险因素积累，现在市场的冷却收缩表
明房地产市场基本“退烧”，回归理性，应利用好分类调控的政策，让房
地产在市场轨道中健康发展。

市 场

观 察

●下半年宏观经济要闯四道关

下半年宏观经济有四道关口要闯。首先，地
方政府面临偿债高峰压力；其次，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购置面积和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房地产
投资与开发意愿明显不足；第三，抑制和化解产
能过剩将会制约制造业投资增长，导致许多行业
产能利用率低，企业负债率上升、利润水平下
降。第四，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偏高，金融产品及
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快速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说。

●检验检测业或助产业效率提升

国内很多企业生产产品容易，但转化为内需
不容易，因为要有可靠的质量信息保障和技术服
务支撑。如果检验检测产业发展得好，就能促进
国内市场交易，进而促进生产，拉动内需。很多
产业的生产环节就可以在企业间切分得更细，使
产业链上的每家企业聚焦于更小范围的工序，实
现规模生产和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罗云辉认为。

●影子银行扩张将引发更大风险

国内的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去年也确实出现
银行间利率上升的流动性短缺的信号。但影子银
行业务大部分并未真正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如
果以影子银行的流动性情况作为货币政策转向的
调控信号，那么超发的货币不会进入实体经济，
不但不能拯救经济，影子银行的进一步扩张可能
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
（房梦一辑）

江西试点地方债自发自还

资 讯 快 递

食品安全诚信宣言大会召开

东北到新疆将有直通列车

6 月 14 日，参加黑河中
俄林业生态建设学术论坛的
中俄两国林业专家，来到中
俄边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中
俄林业科技合作产业示范园
区，考察观摩两国林业科技
合作成果并进行交流。

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
黑河中俄林业科技合作产业
示范园区引进俄罗斯优良经
济 、 绿 化 和 用 材 林 树 种 58
个，品种205个，通过引种引
智和自主创新，形成综合性
科技产业示范园区。

图为中方人员向俄罗斯
专家介绍从俄引种的高山杜
鹃的栽培情况。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婺源：环保用品热销欧美
江西婺源一

些专门生产低碳
环保家庭用品的
企业，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年产
环 保 用 具 超 过
1000 万 套 ，出 口
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产品
尤其热销欧美。

卓忠伟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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