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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18131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0.1%

20.1%
现阶段，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我国既有投资能力，又有

投资需求，关键在于选准方向、优化结构，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今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同期略有放缓，但是呈现出较为

明显的差异化走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投资结构日趋优化

从投资走向看结构优化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实习生 庄 婷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6 月份，全国铁
路煤炭发运量 1.82亿吨，同比增加 396万吨，
增长 2.2％。其中电煤 1.27 亿吨，同比增加
66万吨，增长 0.5％。

数据显示，1-6 月累计发运煤炭 11.37亿
吨，同比减少 3082 万吨，下降 2.6％。其中电
煤 7.95 亿 吨 ，同 比 减 少 3590 万 吨 ，下 降
4.3％。主要煤运通道中，大秦线上半年完成
煤炭运量 2.2亿吨，同比增长 2.2％；侯月线完
成 9044万吨，同比增长 3％。

6 月 份 铁 路 煤 炭 发 运 增 长 2.2%6 月 份 铁 路 煤 炭 发 运 增 长 2.2%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据海关总署统
计，6 月份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240.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5.3%，增速与上月持平，比 1-5
月增速低 8.5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1-6 月，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
127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截至 6 月
份 ，2012 棉 花 年 度 纺 织 品 服 装 累 计 出 口
2201.8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6 月 份 纺 织 服 装 出 口 增 长 5.3%

6 月 份 纱 产 量 增 长 5.5%

鼓励资本进入服务业

分地区看，今年前 6 个月，东部地区投
资86741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较1至
5 月 份 回 落 0.3 个 百 分 点 ； 中 部 地 区 投 资
49509 亿元，同比增长 23.6%，增速回落 0.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 44170 亿元，增长
22.7%，增速与上月持平。

史丹告诉记者，中西部投资增速快于东
部地区，既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
的现实所致，也是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东部
地区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在承接产业转移
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不仅需要进行厂房和
工业园区建设，还需要进行大量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了投资的平稳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张立群分析说，尽管同比增速小幅回落，但
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趋于稳定，这
与东部地区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一
定成效有关。随着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的优
化，经济发展对大规模投资的依赖程度将有
所降低。而中西部地区在历史、自然资源等
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下，相对处于较为落后
的发展阶段，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投资增速
快于东部地区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张立群指出，从长远来看，东部地
区转型升级的成效将逐渐传导至中西部地
区，加之宏观经济增速的放缓，中西部地区的

投资增速也可能随之放缓。因此，中西部地
区保持一定投资增速的同时，既要从发展阶
段的实际出发，也要发挥好后发优势，吸取东
部地区的教训，避免重走东部地区的老路。

东部地区又该如何应对投资增速放缓？
“东部地区‘长身高’的阶段已经基本结
束，现在该长长肌肉了”。李义平说，东部
地区已经进入“无创新不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投资增速可能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不投资。相反地，东部地区应该加快促进
资本投向高、精、尖领域，使经济发展向依
靠创新驱动转型，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发展
水平，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表率。

分产业看，上半年，第一产业投资 3884
亿元，同比增长 33.5%，增速比 1至 5月份加
快 2.4 个 百 分 点 ；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78052 亿
元，增长 15.6%，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投资 99382 亿元，增长 23.5%，增
速回落 0.4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投资增速不断加快，表明我国
对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十分
重视，这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史丹分析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与
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我国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果。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 16.2%，增速比 1 至 5 月份回落 0.2 个百
分点。从具体行业看，投资增速走势则出现
明显分化。比如，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投资
维持低水平增长、煤炭行业投资出现负增

长；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环保、高端装
备等行业的投资则保持较快增长。

李义平认为，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放
缓，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也
符合广大群众要求改善环境的期望。高耗能
往往伴随着高污染，同时钢铁等高耗能产业
还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因此，把高
耗能行业增速降下来，对推进结构调整、产
业升级有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 6 万家企业的景气调
查，二季度，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产能
过剩行业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有所下降。这也从
侧面反映当前我国工业经济结构正趋于优化。

尽管第三产业投资增速略有回落，但仍快
于全部投资，也高于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同
时，近期的多项数据表明第三产业发展态势向
好。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企业户数已达到

1013.17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1.94%，比去
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
112350亿元，同比增长8.3%，比第二产业高出
0.7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高出0.6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在 GDP中占的份额比去年同期提高
了1.6个百分点，达到45.3%。此外，6月份，我国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9%，新兴服务业
的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8%以上，表明服务业
发展趋于活跃。

李义平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
量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状态的重要尺度。当
前，我国产业结构仍然严重失衡，以现代服
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偏低，这对
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十分不利。随着第三产
业企业户数的不断增加，政府应加快政策调
整，鼓励更多资本进入工业化与服务化相互
融合的领域谋发展。

民间投资

比重持续上升

中西部用好后发优势

本报讯 6 月份我国纱产量 304.4 万吨，
同 比 增 长 5.5% 。 1-6 月 ，纱 产 量 累 计 为
1670.7 万吨，同比增长 8.8%。截至 6 月份，
2012 棉花年度我国纱产量累计为 2619.9 万
吨，同比增长 11.6%。

棉纱价格呈现稳中略跌态势。6 月份，
32 支纯棉普梳纱月均价 25910 元/吨，较上
月下跌 23 元/吨，跌幅 0.1%；涤纶短纤月
均价 9934 元/吨，较上月下跌 155 元/吨，
跌幅 1.5%。 （覃创源）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今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18.131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增

速较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与上年同

期相比回落0.3个百分点。

进一步看，我国投资增速呈现较为明

显的差异化走势。其中，民间资本投资增

速明显快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中西部

地区投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投资增速、第

三产业投资增速快于第二产业。有关专

家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经济布

局和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民
间投资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民间资
本对市场变化反应更灵敏，其活力还需
进一步释放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6 月份，国有及国有
控股投资 57342 亿元，同比增长 17.5%；民间
投资 115584 亿元，同比增长 23.4%，占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63.7%。

“从总体上看，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且投资增速明显
快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表明民间资本对
宏观经济预期较好，对发展前景有信心。”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史丹
说，近年来，国家拓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简
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准入门槛，为民间投资
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也表
示，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资本是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投融资机制改革，推
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
等领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就业岗
位，也能更好地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使
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间投资同比增速由
去 年 1 至 2 月 份 的 30.9% 下 滑 至 当 前 的
23.4%。有关专家指出，民间投资增速的放缓，
与经济增速放缓有关，也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压力较大有关，表明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研判
较为谨慎，对投资节奏也进行了主动调整。

“一般来说，民间投资比国有及国有控股
投资的灵活性更强，更能够对市场的动态性
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使投资更有效
率。”李义平分析说，当前，我国应继续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释放
民间投资的活力，打破民间资本投资的“玻璃
门”，使民间资本与国有及国有控股更好地同
台竞争，协调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将继续抓紧清理有碍公平竞争的政
策法规，切实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为各类
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最大
程度激发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

今年以来，粗钢产能大幅释放。2 月份达

到历史最高，3至6月份虽有回落，但仍保持在

较高水平上。这造成市场供需陷入失衡状态，

钢材价格步入下降通道，目前已弱势下跌 4 个

多月。中钢协秘书长张长富介绍说，截止到 7

月 26 日，钢材价格指数低于年初 6.6 点，协会

重点统计的 8 个钢材品种价格比年初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平均跌幅5.7%。

上半年，市场供需矛盾向流通领域蔓延，

国内钢材库存延续上年末增长态势。3 月中旬

重点企业钢材库存创历史纪录，6 月下旬有所

下降，但仍比年初增长 29.9%。

同时，进口矿石价格降幅远低于同期钢材

价格降幅，企业生产成本仍处高位。这些因素

造成钢厂的盈利水平逐月下滑。其中，重点大

中型钢铁企业的盈利状况远不如行业总体水

平，并呈逐月下降态势。

总体而言，下半年，钢铁业仍难走出低谷。

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近期银行“钱

荒”引发金融市场震荡，资金紧张对房地产投

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影响将会持续较长

一段时间，再加上 7、8 月份为传统需求淡季，

短期内钢铁行业需求状况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同时，国内钢铁产能持续释放，在钢铁企

业尚有边际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减产动力不

足，粗钢日产量难以回到 200 万吨以下，钢厂

库存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加剧了产能过剩矛

盾。在高产量、低需求的双重因素叠加下，钢

材价格仍将低位运行，企业盈利能力、行业生

产经营状况难以明显改善。

一方面是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企业生产经

营艰难，甚至亏损，另一方面产能还在快速释

放，企业减产意愿不足。主要原因在于，钢铁企

业担心市场份额流失和银行停贷风险，权衡边

际效益等。从全行业看，几乎没有主动减产的

企业，产能的快速释放造成钢材市场持续低迷。

2013年 6月 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

定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

新增授信。当前，银行信贷规模收紧，钢铁企

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等直接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各地

钢企普遍反映，资金链绷得较紧，个别企业已

出现因资金链断裂而停产的情况。

此外，目前相当一部分钢铁企业不能满足

环保新标准要求，企业还需加大环保投入，生

产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部分城市钢厂也面临

日益紧迫的环保搬迁压力。

当前，钢铁业的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工信

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作为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配合制定

和实施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总体方案》 及有关

综合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 《钢铁工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保障各项目标和任

务的顺利实施；稳步推进钢铁行业规范管理工

作，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钢

铁行业上下游合作，推广应用高性能钢材，促

进钢材升级换代；加强铁矿石资源保障，支持

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建设；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节能减排、淘汰落后，推动钢铁行业结

构调整。

下半年钢铁业仍难走出低谷
黄鑫 常理

工信部7月29日发布数

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

生产粗钢3.9亿吨，同比增

长 7.4%，增速较去年同期

提高5.6个百分点。重点大

中型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同比

增长5.5%，低于全国平均增

幅近 2 个百分点，但仍有

60%的增产来自重点大中型

钢铁企业

“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今年上半年，
全国餐饮行业收入实现 11795 亿元，同比增
长 8.7%，比去年同期下降 4.5 个百分点，比同
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低 4 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实现 3743 亿元，
同比下降 2.2%，降幅基本逐月收窄。

从企业表现来看，餐饮企业经营冷暖不
一，转型升级加速。市场环境的改变使高端
餐饮收入大幅下降。上半年，湘鄂情关闭8家
直营门店，预计亏损1.6亿至2.4亿元；全聚
德营业收入8.5亿元，同比下降6.52%，利润
总额 0.85亿元，同比下降 32.14%。小南国、
唐宫中国发布的中期盈利警告称，其净利润
同比将明显下滑。中国烹饪协会重点企业调
查显示，二季度，高端餐饮人均消费一般下
调 15%—30%，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22.57%。
与此同时，大众化餐饮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
的收入增速放缓。乡村基一季度实现收入
3.07亿元，同比增长7.7%，比去年同期下降
20.4个百分点。味千拉面上半年收入同比增
长4.5%，其中大陆地区增长5.8%。中国烹饪
协会调查显示，第二季度快餐企业人均消费
26元、休闲餐饮人均消费51.7元、火锅企业
人均消费 65.5 元，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快
餐、火锅企业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同比平均
分别增长9.04%、7.17%；休闲餐饮、西餐出
现下滑。

针对增速下滑态势，行业协会和企业积
极开展促销活动。5 月和 6 月全国餐饮业收
入持续回升，其中 6 月餐饮收入增速回升至
9.5%，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增速同比下滑收窄
到-0.7%。与去年同期增幅差距也从 1—2
月的 4.9 个百分点缩小到 3.7 个百分点，除 4
月外，差距呈逐月递减趋势。从总体看，除去
禽流感因素的影响，餐饮业缓慢回升的趋势
开始逐渐显现。

中国烹饪协会预计，2013 年下半年餐饮
市场相对乐观，全年增速有望达到 10%左
右，规模有望达到 26000亿元。

上半年收入增速大幅下滑

餐饮市场需求

有望缓慢回升

中西部投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既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
现实所致，也是加快承接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的必然结果

第三产业投资增速略有回落，仍快
于全部投资增速。为促进经济结构的优
化升级，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
业发展应提速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上半年，东部
地区出口 9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增速
同比提高 3.3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 6.2
个百分点。

上半年，10 个省份出口同比增长，增速
较快的海南、福建分别增长 36.5%和 18.5%。
与去年同期相比，6 个省份增速提高，海南、
广东分别提高 13.5 和 11.4 个百分点；4 个省
份增速回落，天津、河北分别回落 13.9 和 7.3
个百分点。

上 半 年 东 部 地 区 出 口 额 增 长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