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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公布上半年GDP

西劲东稳整体好西劲东稳整体好
本报记者 李 贞

“重庆确实是个好地方，在西南地区一枝独秀，经济转型早，成绩不
错！”“江西生态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GDP增速能
达到第五也是很不错了，加油！ ”……这是网友们在看到各地“GDP期中
成绩单”后的留言讨论。近日，全国大多数省区市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经济
运行情况，呈现出西部强劲、东部稳健、整体良好的态势。

全国经济稳运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全国上半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 34万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实体经济多项
数据全线飘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盛来运表示，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平
稳，经济处于稳定增长通道。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公
布，各省区市的上半年经济表现也陆续
出炉。目前已有 26个省区市公布了当地
上半年 GDP 增速。重庆、西藏以 10.6%
的成绩居于榜首，云南和河北两省暂时
垫底。

总体看来，有 22 个省区市上半年
GDP 增速高于全国总体增幅。贵州、天
津、湖北、甘肃等 10个省区市的上半年
GDP 增速比一季度有所上涨。其中，甘
肃和浙江涨幅最大，增加了 0.5 个百分
点。从 GDP 总量上看，已有安徽、江
苏、湖北、湖南、广东等 13个省份超过
万亿元，其中，江苏、广东和山东超过3
万亿元。

西部增速仍抢眼

比照各地今年一季度的 GDP 统计，
可以发现，二季度增速居前3位的地区并
无变化，仍为西藏、重庆和贵州这3个西
部省区市。同时，这也是重庆连续第 10
个季度稳居增速榜首位。

对此，重庆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表
示，投资对拉动重庆经济作用较为明
显。上半年重庆工业指标都实现了两位
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长10.3%，工业利润
增长前 5个月达 23.5%，监测的重点项目
在1亿元以上的有400多个。同时，重庆
上半年民间投资占比超总投资额一半以
上，而促进民间投资也一直被认为是全
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之一。

而在增速位居第3的贵州，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被认为是其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在贵州大力推进的大数据和生
态旅游相关领域，投资增速明显。与大
数据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完成投资 40.16 亿元，同比增长
38.2%；与旅游相关的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分别完成投资 76.89 亿元、
56.69 亿元，分别增长 40.9%、41.7%；生
态环保产业投资490.26亿元，增长79%。

东部增长需调整

虽然从 GDP 总量上看，东部省份仍
远超西部，但比较 GDP增速的话，东部
则普遍落后于西部。在上半年各地 GDP
增速排名中，天津是唯一跻身前5名的东
部地区。与此同时，在增速排名后 10位
的省区市中，东部地区占了近一半，北
京、上海、广东均在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增长室副研
究员张自然指出，“东部城市已经很难靠
劳动增加来提高 GDP潜在增长率，而中
西部城市劳动增长的提高仍然能有效地
提高其潜在增长率。”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
良认为，东部地区一般服务业占的比重
比较高，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产业在
转型。与此同时，增速高的主要是西南
部一些地区，这些地方工业增长快，往
往GDP增速就比较高。而东部地区GDP
增速放缓对全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也远
大于西部地区。

针对全国经济形势，盛来运表示，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依然存在不少难题。
不仅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而且从国
内来看，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的关键阶段，调整的阵痛还在持续，
实体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在下一阶段，各地特别是东
部省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力度，深入推进结构调整。张自
然则认为，不能再走以往那种依赖投资
来推动经济的老路，要通过提高技术创
新来拉动潜在增长率。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
者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赖斯。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美
关系，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牢牢把握两
国关系发展大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
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
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着力增进
互信。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让 13
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不会
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无意挑战现
行国际秩序和规则。中美共同利益
远大于分歧，可以合作、需要合作

的地方很多。中美双方要积极拓展
经贸投资等双边领域、应对气候变
化等多边领域及国际地区问题上的
合作，使务实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
压舱石。双方要有效管控分歧，相
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中
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
该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向
世界传递信心，为全球经济增长注
入动力。我期待着 9 月初在杭州同
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为下阶段中
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两
国关系未来继续稳定发展明确方
向、打下基础。

习近平会见赖斯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
者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

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维护人民健康并在深化改革、健
全全民医保制度、完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推进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方
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中国仍
然面临许多挑战。我们作出了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正在抓
紧制定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使全
体中国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也是我们两个百年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作为
联合国在卫生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及
时有效应对传染病疫情、协调全球卫
生事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中国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
重要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有着长期
良好合作关系，在防治传染病等广泛
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我们积极支
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区域、国家
层面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卫生相关目标，也愿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开展医疗卫生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
者侯丽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张德江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
国会主席韩桑林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针对所谓“南海仲
裁案”，柬方公开明确支持中方立

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方愿同
柬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重要共识，不断巩固政治互信，
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柬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
者侯丽军）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5
日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会主席韩桑林。

俞正声说，中方愿同柬方一
道，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
中柬全面战略合作；积极探讨将

“一带一路”建设同柬国家发展战略
相对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
作，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密切人文
交流，培养更多中柬友好接班人。
中方对柬方在南海问题上坚定不移
的支持表示高度赞赏。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
者王慧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5日在中南海
紫光阁会见了由巴基斯坦旁遮普省
首席部长穆罕默德·夏巴兹·谢里夫
率领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谢里

夫派） 代表团。
张高丽表示，中方赞赏巴方在南

海问题上给予中方的坚定支持。中
国共产党与穆盟（谢）长期保持友好
交往，希望继续密切高层往来，加强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习近平会见陈冯富珍习近平会见陈冯富珍

张德江与柬埔寨国会主席会谈

俞正声会见柬埔寨国会主席

张高丽会见巴基斯坦代表团北京时间 7
月 25 日 4 时 54
分，中国第七次
北极科考队乘坐

“雪龙”号科考
船从北纬 66 度
33分、西经 168
度 41 分进入北
极圈，开始极地
科学考察。

图为科考队
员摆出“七北”
的造型庆祝科考
队进入北冰洋。

新华社记者
伍 岳摄

七 进 北 冰 洋七 进 北 冰 洋

7月25日，中国—东盟 （10+1） 外长会
议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会后，中国和东
盟国家外交部长发表了关于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此声明
有力打击了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制造
的南海仲裁闹剧。

其一，联合声明重申了处理南海争议
的正确方式。声明第二条即提出，“由直接
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
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菲在中国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单方面强
推的仲裁，采用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明
显有悖于上述原则。

其二，联合声明强化了中国与东盟国家
之间协议的约束力。在 2002 年中国与东盟
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包括中国和

菲律宾在内的各国就争端解决方式作出了
“承诺”。然而，仲裁庭却宣称《宣言》不具有
法律拘束力且并未提供有拘束力的争端解
决机制，公然挑战《宣言》的效力。此次中国
与东盟国家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再次确定当
事方的义务，反驳了仲裁庭所谓裁决混淆是
非、蔑视“承诺”的错误立场。

其三，联合声明打消了个别国家用仲
裁绑架中国—东盟关系的企图。此次东盟
外长会议召开面临复杂舆论环境。美国、
日本等域外国家多番炒作仲裁，企图怂恿
东盟针对仲裁发出“统一声音”。而中国与
东盟的联合声明表明，东盟针对菲阿基诺
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的仲裁不持立场，也
不认可单方面提起仲裁这种方式。

事实上，此次外长会议期间，东盟各

国对南海问题的表态都颇为谨慎。这表明
东盟对南海问题复杂性有充分认识，也体
现出东盟希望南海降温的意愿。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是合作共赢。在政治领域，中国与东盟保持
着密切的高层往来。中国将东盟作为周边外
交的重中之重，推动落实“亲诚惠容”的周边
外交政策。东盟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重要的
影响力量，重视中国政策走向和与中国之间
的沟通。在经济领域，中国和东盟互为重要
的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和东盟实现自贸
区升级，并设定 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万
亿美元的目标。在安全领域，中国和东盟都
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复杂局面，
双方有合作的必要及潜力。对于南海问题，
中国重视东盟的关切。在中国倡导的“双轨”

思路中，中国与东盟将共同维护南海局势。
菲单方面提起的仲裁却与中国—东盟

关系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近年来，围绕仲
裁纷扰不断，近期结果公布更是刺激矛盾
持续升温。这一错误选择干扰了本地区的
正常秩序，损害了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

中国与东盟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是拨
乱反正、重回正轨的重要决定。希望南海
从此恢复和平与稳定。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
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与东盟联合声明的三点意义
■ 苏晓晖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2016年
第二次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的通
报》（以下简称《通报》），公布今年第
二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

6月，国务院办公厅随机抽查了

各级政府网站746个，大部分政府网
站内容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僵尸”

“睡眠”等现象明显减少，总体抽查合
格率85%，比一季度有所提高。国务
院部门（含内设、垂直管理机构）政府
网站抽查合格率为98.5%。

本报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者季芳） 在北京联合张家
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一
周年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在
京举行媒体见面会，介绍北
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新进展。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及冬
残奥会组委会秘书长韩子荣
表示，目前组委会设有9个部
门和2个运行中心，有专门的
工作团队开展财务、市场开
发、法务、赛会服务、技术
等相关工作。现有工作人员
170 名，其中 60%参加过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筹办和 2022 年
冬奥会的申办工作。在场馆
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方
面，国家速滑馆概念性国际
竞赛已经启动，并将于 10 月
进入到设计方案的最终角逐
阶段。交通、水利等一批冬
奥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也已
开工。各项筹办工作取得良
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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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抽查情况显示

政府网站内容保障水平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