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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这更像是一个消费故事而不再是投资故事。”在日

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后，美国彭博社在报道中这样分析中国经济的

增长动因。63.4%，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这一贡献率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强劲势

头。专家分析，消费的重大贡献突显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成效，同时消费内部亦呈

现格局优化的特征；未来还要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助推消费提质升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7.2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4%，6 月当月则创下 2016 年以来的最
高增速。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57.3%，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
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4%，高于
同期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0.7个百分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将消费的突出表
现评价为：“消费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
础性作用。”从近3年的情况看，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8%、59.7%
和64.6%，分别比投资贡献率高1.9个、18.1
个和22.4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严鹏程日前也
在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几年持续扩大内需
政策带动下，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正在有序
释放，消费升级势能持续增强，消费已经
日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上半年中国人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
为 7.3%，高于去年增长水平及同期经济增
速。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松对

本报记者分析，消费扩大的主要原因还是生活水平提
高，居民手里有了余钱；同时国内消费热点不断被挖
掘，新业态和经营方式带动着消费。“消费上来，也表
明中国经济转型见成效。”他说。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孟庆欣则撰文指出，
“国内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仍占据‘三驾马车’的首位，消费继续发
挥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用。”

消费的表现在上半年税收状况中亦
有体现。

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上半
年消费相关行业税收快速增长，如零售
业税收增长 25%，快于整体税收增幅
16.1 个百分点。此外，知识型、服务
型、创新型消费扩大，体育、教育、文
化艺术、娱乐等行业税收均有较快增
长。

消费升级的步伐正不断改善中国消
费的格局。以绿色消费为例，据商务部
数据，重点零售企业一级能耗空调、一
级能耗冰箱、智能电视销量同比增速分
别高于空调、冰箱和电视类整体增速
29.9、15.4 和 20.7 个百分点。而网络消
费则不断更新大众消费方式，目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超过 1/3 是
由网络零售贡献的。

服务消费是另一大突出亮点。上半
年，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1.2%；旅
游市场也持续向好，比如拉萨旅游收入

增长24.7%。此外，在线餐饮外卖、在线旅游和在
线出行交易规模同比分别增长76%、34%和45%。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亮点纷呈，服务消费市
场持续升温。”孟庆欣对此这样评价道。杨松则认
为，大众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会反过来促进消费市
场的发展。在教育、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国内还
有许多空白点，可以通过引进新技术和新手段不
断满足升级需求。

消费的良好表现也与国内市场环境
和商品供应的改善密不可分。

“市场消费环境持续向好，消费信心
不断提升，为扩大消费创造了有利条
件。”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于法昌日
前表示，这些年随着消费环境改善和品
牌经济发展，加上企业诚信意识提高，
政府监管力度加大，整个中国市场消费
环境表现平稳。

互联网数据分析显示，上半年中国
网民对市场消费环境评价指数为 0.62

（最高值为 1），较去年同期提高 17.3%。
上半年的消费者景气指数中，月均消费
者信心指数、预期指数和满意指数也均
比去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

同时，国产品牌在国内网络零售市
场中表现出强劲的竞争优势。2017年上
半年国产品牌销售额占整体销售额的
74.5%，家居家纺和家用电器中，国产品
牌销售额占比达到 85%左右。高峰表
示，电商平台通过搭建生态服务体系，

提供商业基础设施，助力国产品牌“走出去”；同
时推动农产品上行升级，提高生鲜农产品营销、品
控和物流水平；并帮助部分老字号品牌转型，推出
更多年轻化个性化的新产品。

“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杨
松说，未来政府还要依靠“放管服”改革，不断改
善营商环境。同时利用展销会、税收等多种手段更
好地培育消费市场，引导合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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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 1 日起，增值税税率从 4
档变 3档，13％一档税率取消。营改
增，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增添新
的动能。

打响最大税改攻坚战

2012年1月1日，以上海率先试点
为标志，我国营改增大幕正式拉开。
以增值税取代昔日地方第一大税种营
业税，无疑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
来我国最重大的税制改革。

总部位于上海的春秋航空公司，
是最早享受营改增改革红利的企业之
一，也是营改增促进千万企业发展的
一 个 缩 影 。 自 2012 年 纳 入 试 点 以
来，营改增给这家企业带来减税约
5.9亿元。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的号角。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
会着重强调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
性，并将财政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
和重要支柱地位。2014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吹响了新一轮财
税体制改革的进军号。

改革采取了渐进式分步实施的方
式。从 2012 年开始，改革试点区域
不断扩大、试点行业不断增加。2016
年 5 月 1 日，最后 4 个行业——房地
产、建筑、金融和生活服务业推开试
点，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

维也纳经济大学全球税收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杰弗里·欧文斯评价说，
中国增值税改革不仅适应中国经济发
展的阶段性要求，还通过彻底打通增
值税抵扣链条，减轻企业负担，建成
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先导意义的现代
增值税制度。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因简洁公平
的良性税制和减少重复征税，为成千
上万的企业和纳税人带来直接的改革
红利。

“营改增实施以来，超过 98％的
试点纳税人实现了税负下降或持平，

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享受到改革带来的
减 税 红 利 ， 总 体 减 税 规 模 越 来 越
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

统计显示，2016年5月至2017年
4 月，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 1 年间，
累计为企业减税近7000亿元。

营改增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减
税。改革使得增值税的抵扣机制延伸
到服务业，贯通了二、三产业之间的
抵扣链条，有效降低了分工细化过程
中的税收成本，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经济发展
新动能。

“营改增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拉
长了产业链，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使得企业不再继续追求大
而全、小而全。”财政部副部长史耀
斌表示。

以上海为例，数据显示，实施营
改增试点后，上海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2011 年至 2016 年，第一产业占
比由 0.7％降为 0.4％，第二产业占比
由 41.3％降为 29.1％，第三产业占比
由58％提高至70.5％，并逐年上升。

引领税改站上新起点

营改增走过 5年改革之路，成为
重塑中国财税制度的新起点。

作为此轮财税改革的“重头戏”
和“先头兵”，营改增不仅仅是两个
税种的归并。从深层来看，无论是地
方主体税种还是地方财政收支，都面
临着极大冲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问题，必须重建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地
方税制体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说，营改增的全面推开，倒逼中国财税
体制改革的配套，推进建立新的地方税
体系，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导火
索。以营改增为引领，我国正在加快构
建更加公平有效简洁的税制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
题的破解，几乎都以财税体制改革的
全面深化为前提。”中国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
者申铖 韩洁）

营改增，开启转型升级新动能

近年来，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通过运营“妈妈制造火焰成长计划基金”，联合知名
设计师共同创造符合国际审美标准、带有东方文化符号的美学产品。基金会通过提供知识培训、
技艺规范和商品流通渠道，资助那些希望通过手工技艺劳动改善生活状态的少数民族妈妈群体。
目前，“妈妈制造”手工刺绣合作社已在青海的互助、民和、贵南等县运营。

上图、左图：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妈妈制造”合作社的土族妇女在制作土族盘绣。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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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7 中美（国际）机器人创客营在河南郑州二中开
营，来自国内外的近80支队伍参加，随后他们将参加7月25日
在郑州举办的2017第四届中美（国际）机器人挑战赛。图为中外
创客们在制作、调试机器人。 张 涛摄 （人民视觉）

中美机器人创客营开营中美机器人创客营开营

在承建国家重点工程商丘至合肥至杭州的11标段高速铁
路的过程中，中国中铁上海工程局第三工程公司独创“五个
零工作法”，即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环境零污染、工作
零失误、廉政零危机，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截至7月中旬，公司已完成全年任务的70%。图为技术人员冒
着酷暑在检查工作。 赵 勇 胡静波摄影报道

“五个零工作法”创效益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王观） 中国人民银行21日发
布的《2017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6月
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14.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增速比上季末高 0.5 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 7.97 万亿
元，同比多增4362亿元。

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回落。6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
额29.7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上季末低1.9个百分
点；上半年增加3.04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的38.1%，比一
季度占比低2.3个百分点。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王俊岭） 21 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了上半年经营情况报
告。

数据显示，2017年 1—6月，中国信保承保金
额达257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6%；支持企业获
得银行融资 19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5%；支持
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投资、开展工
程承包业务累计金额达 62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其中，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
险承保金额同比增长32.8%，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实
现承保金额同比增长12.4%，有力地支持了外贸回
稳向好。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国信保通过“保险促
融资、风险全覆盖、专业搭平台”三大举措，推
动企业开展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投资合作，
支持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在探索政策性保险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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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罗兰） 来自上海海关的消息，今
年 1-6 月，上海市累计进出口额达 1.6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8.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1.8%，列全国各省市排名第3位。

上海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吸引更多产业投资聚
集，区内企业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集群之一。上半年，上海自贸
试验区企业实现进出口 6427 亿元，增长 17.9%，占同期全市进出
口总值的41.4%。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品进口集散中心，占全国消费品进口
总值的三成左右。上半年，上海市进口消费品 1605.5亿元，同比
增速由去年同期的8.2%跃升至24.5%。

上海进口消费品集散地效应明显上海进口消费品集散地效应明显

上半年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回落

7 月 21 日，以“ICT 助力互联网工业”为主题的
2017 中国 （青岛） 国际软件融合创新博览会暨信息通
信技术博览会在青岛开幕，微软、IBM、华为、百度、腾讯
等2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图为一名小朋友在观摩
一款腾讯服务机器人产品。 解 豪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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