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 15 日对外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627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比去年
同期 5.1%的增速略有上升。专家表示，
上半年用电量温和回升，预示着我国经济
企稳回暖。

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
据显示，今年全社会用电量在经历一季度
的小幅波动后，从 4 月开始逐步企稳回
升。二季度三个月用电量增速依次为
4.6%、5.3%、5.9%。用电量呈现出上升趋
势，反映中国经济温和回暖。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林伯强表示，我国现阶段用电量与经济
增长同步比较合适，上半年用电量低于全
年 GDP 增长目标，说明经济仍然面临下
行压力。

据了解，当前我国工业用电量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 70%，这其中钢铁、水泥、石化
等高耗能产业的用电量消费又占到工业
用电量消费的一半左右，用电量的波动跟
这些行业的生产形势有很大关系。

统计显示，上半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5.1%，延续了回升势头。这也与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吻合。日前
公布的６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51%，连续４个月回升。作为宏
观经济的先行指标，PMI 连续在荣枯线上
方，显示经济逐步企稳。

4 月份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微刺
激”政策，包括推进棚户区改造和铁路基
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大小微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定向下调商业银
行存款准备金率等。在政策加力下，经济
短期企稳迹象初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了全社会用电量温和走高。

除了增速加快，上半年用电量也呈现
出结构的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第一产
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4.6%；第二产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 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 6.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
长 6.6%。其中，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增
速均比前 5月略有上升。

林伯强表示，今年降雨量较大，受此
影响，第一产业用电量增速同比下滑。居
民用电和第三产业用电增速有所上升，说
明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但他也表示，我
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这
一用电量结构的变化仍然稍显缓慢，经济
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专家分析，在经济企稳向好的背景
下，下半年用电量或将维持温和回升态
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此前也预测，今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保持 7％左右的增长。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5.3%——

用电量温和回升预示经济企稳回暖
本报记者 齐 慧

财政部 7 月 15 日发布上半年税收收
入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
64268.74 亿元，完成预算 53.5%，同比增
长 8.5%。税收收入实现平稳增长，主体
税种收入增速分化。税收结构的调整，反
映出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化效应正在显现。

增值税回落源于下游减税增多

在税收总收入中，国内增值税收入占
比为 23.6%。其税基大体相当于工业增
加值和商业增加值，因此与宏观经济景气
度密切相关。今年 1 至 6 月，国内增值税
实现收入 15196.8 亿元，同比增长 6.1%，
增速有回落趋势。

营改增试点不断推开，增值税为何不
增反降？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
究室主任张斌分析说，营改增试点扩围后
下游减税增多。换言之，增加了工业及商
业增值税纳税人的进项抵扣，减少了增值
税收入。

导致国内增值税增速回落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工业增加值的同比放缓。数
据显示，前 5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增速下降 0.7 个百分点。41 大类工
业企业产值中，有 28大类增速放缓。

财政部税政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价格
水平下降，也拉低了增值税的增速。今年
1 至 5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9%，导致增值税税基缩小，税收下降。
此外，“2013 年 8 月，国家对月收入小于 2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
税，也减少了增值税收入。”该负责人说。

从行业看，在 19 个重点工业行业中，
煤炭、钢坯钢材、酒、原油行业增值税收入
同 比 下 降 分 别 为 27.8% 、18% 、12.3% 、
11.6%。与此同时，也有结构调整带来的
好的迹象出现，比如，批发业、零售业同比
分别增长 4.8%和 1.5%。交通运输业和现
代服务业增值税收入增长显著，同比分别

增长 187%和 88.9%。由此也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在结构调整中得以快速发展。

商品消费促多税种恢复性增长

上半年，以汽车消费为典型代表的
“猛增”的商品消费，推动了相关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以及车辆购置税等实现平稳
增收。

据了解，汽车行业保持良好的增长势
头 。 1 至 5 月 我 国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992.8 万辆和 983.8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9.4%和 9.0%。在此推动下，汽车
消 费 税 同 比 增 加 37.44 亿 元 ，增 速 为
8.7%，汽油消费税同比基本持平。同时，
上 半 年 汽 车 行 业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29.6%，由于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应纳税

所得额，因此也带动汽车企业所得税增幅
较大，同比增长 37.3%。

此外，由于汽车销量上升，今年 1至 6
月车辆购置税完成 1444.3 亿元，同比增
长 16.8%，比去年同期增速上升了 3 个百
分点。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商
品消费结构转换背景下，税种主要品目收
入情况会有所分化。

数据显示，消费类的税种当中，确实
存在分化现象。比如，消费税中，在汽车
消费税增长的同时，酒消费税同比减少
11.66 亿元，降速为 7.6%。再如，企业所
得税中，汽车、建材、电信设备、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增幅较大，但是，煤
炭、原油、钢坯钢材和有色金属等行业企
业所得税受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同比下降

幅 度 较 大 ，分 别 下 降 48.3% 、29.6% 、
15.7%和 7.7%。

楼市降温致房产交易环节税增速放缓

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在财税收入中亦
有体现。上半年房地产营业税等告别以
往动辄百分之二三十的高增长，印证着楼
市的低迷。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商品房销
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了 61.3 个百分
点。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说，受房地
产市场量价齐跌影响，房地产相关税费收
入增速放缓，二季度增幅比一季度低，尤
其是 4 月和 5 月，一度出现房地产营业税
和房地产企业所得税负增长。比如，1 至
6 月，房地产营业税同比增长 6.6%，比去
年同期增速回落 39.1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小税种中的
契 税 ，增 幅 下 行 明 显 ，上 半 年 完 成
2174.18 亿元，同比增速回落了 28.1 个百
分点。财政部税政司有关负责人解释说，
契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土地和房产的交
易总金额。土地的交易额与国土部门的
用地规划密切相关，房产的交易额主要受
新建住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和价格的影
响。因而，房地产交易疲软，是导致契税
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在房地产
交易环节税收增速放缓的同时，6 月份耕
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却再现 30%
以上的高增长。从上半年整体的情况来
看，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1061.71 亿元，
同比增长 16.6%，比去年同期增速上升了
8.6个百分点。专家警示说，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都属地方税，6 月份的高
增长除了说明市场对未来预期并没有很
悲观外，也不排除加强税收征管因素，因
而，应加大力度防止为完成税收任务的

“过头税”等行为。

税收总收入64268.74亿元，完成预算53.5%——

税收结构调整显现经济结构趋优化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曾金华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陈果静

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数据
显 示 ，2014 年 上 半 年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5.74 万亿元，同比多增 6590 亿元。截至
6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20.9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4.7%。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人民币贷款
余额 77.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增速
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比去年末低
0.1 个百分点。分部门看，上半年人民币
新增贷款中，住户贷款增加 1.88 万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 3.86 万

亿元。6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8 万亿
元，同比多增 2165亿元。

存款方面，截至 6 月末，人民币存款
余额 1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
速比上月末高 2 个百分点，比去年末低
1.2 个百分点。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9.23万亿元，同比多增 1354亿元。

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
长14.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高1.3
个和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月末高3.2
个百分点，比去年末低0.4个百分点。

人民币贷款增加 5.74 万亿元
M2 突破 120 万亿元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
表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商务部对 5000 家重点零售企业监测显示，1 至 6
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长 6.3%，增速比 1 至 5 月加快 0.1 个
百分点。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出五个特点：一是新型
业态快速增长。二是绿色环保消费稳步增长。三是文
体、通讯消费增加。四是家电、汽车销售增速放缓。五
是消费价格基本稳定。

6.3%

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平稳增长
6.3%

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平稳增长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今年上
半年，我国服务外包业务保持快速增长。据商务部服
贸司统计，2014 年上半年我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
87507 份，合同金额 52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3%；执
行金额 37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2%。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沈丹阳表示，我国服务外包业目前呈现出四个方
面的特点：

一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是购买国际服务
的主要发包市场。二是示范城市产业集聚作用突出。
三是服务外包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四是信息技术外包
(ITO)占主导地位。

87507份

服 务 外 包 业 务 增 长 近 四 成

87507份

服 务 外 包 业 务 增 长 近 四 成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
表示，2014 年上半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 10973 家，
同比增长 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33.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2%。上半年吸收外资有以下特点：

一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二是主要国
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三是中部
地区实际使用外资继续增长。针对一些国家和地区上
半年对华投资下降的情况，沈丹阳表示，短期的数据波
动是正常的。对跨国直接投资的态势，应该从比较长
的时期给予观察。

在对外投资方面，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
球 1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24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
投资，累计投资 433.4亿美元，同比下降 5%。

2.2%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微增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专电 （记者

刘铮 李延霞）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司长盛松成15日说，6月末全国房地产贷款
余额为16.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

“从金融角度看，对房地产市场的资

金支持是有力的。”盛松成在上半年金融
数据吹风会上介绍说，当前房地产贷款余
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 20.8%；上半年房地
产 贷 款 增 加 了 1.54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2402亿元。

6 月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9.2%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曾金华 崔文苑报
道：财政部今天发布月度彩票销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 累 计 ，全 国 共 销 售 彩 票 178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2%。其中，受体育彩票销量大增的影响，6 月份全
国共销售彩票同比增长 45.7%。

6 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 360.54 亿元。其中，福利
彩票机构销售 168.13 亿元，同比增长 18.1%；体育彩票
机构销售 192.4亿元，同比增长 83%。

财政部数据表示，6 月体育彩票销售量大幅度增
长的原因是第 20 届世界杯足球赛 6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在巴西举行，使得竞猜型彩票同比增加较多。

1784.1亿元

彩 票 销 售 增 长 近 两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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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