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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7
月 21 日发布的第 34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
网民规模达 6.32 亿人，其中,
手机网民规模 5.27 亿人，网民
上 网 设 备 中 ，手 机 使 用 率 达
83.4%，首次超越传统 PC（台
式 机 和 笔 记 本 电 脑）整 体
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
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
固。透过数字看发展，正如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信息化发
展局局长秦海所言，互联网已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创
新的重要助推器，通过数字的
变化，能看到技术的来源与创
新的取向。

农 村 市 场 或 成
信息消费新蓝海

《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较 2013 年
底增加 1442 万人，互联网普及
率为 46.9%。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副主任刘冰说，来自工
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0亿
部，同比下降24.7%。尽管随着智能手机对功能手机替代的基本
完成，智能手机对网民普及率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移动互联
网仍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亮点。“网民在手机电子商务类、休
闲娱乐类、信息获取类、交流沟通类等应用的使用率都在快速增
长，可以说移动互联网带动了整体互联网各类应用的发展。”刘
冰说。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农村非网民人口仍有 4.5 亿人，是
未来互联网普及工作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发现，农村新增学生
网民中 10 岁以下人群占比仅为 16.1%，远低于城市新增学生网
民中 54.2%的占比。因此，加强我国农村初级学校的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向农村低龄学生开设互联网教育课程，将对我国互联
网普及率的提高带来一定贡献。而从农村新增非学生网民的互
联网应用情况来看，即时通信、网上看新闻、网上听音乐或下载
音乐的使用率分别为 72.2%、61.3%和 43.3%，远超其他类网络
应用。刘冰表示，互联网厂商应针对该群体开发操作简便的软
件，拓宽该群体的网络入口。此外还应大力开发贴近农村生产、
生活的工具类应用力度，向农民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内容。

商务应用仍是最大亮点

《报告》显示，2014 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达
25.9小时，相比 2013年下半年增加了 0.9小时。除了传统消费、
娱乐外，移动金融、移动医疗等新兴领域移动应用多方向满足用
户上网需求，推动网民生活进一步“网络化”。

从应用类型来看，交流沟通类应用中，即时通信使用率继
续攀升，第一大网络应用的地位更为稳固。微博客市场逐步进
入成熟期，整个市场呈现出集中化趋势。移动社交逐渐向单一
应用聚合。移动商务类应用则在移动支付的拉动下，正经历跨
越式发展，在网络应用中地位愈发重要。手机网上支付、手机
网络购物、手机网上银行和手机旅行预订应用的网民规模半年
增长速度均超过 40%。休闲类娱乐应用中，网络游戏、网络
音乐 2014 年上半年出现回暖，使用率基本恢复至 2012 年底
水平。

商务类应用仍是网络应用发展的最大亮点，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3.32 亿人，较 2013 年底增加 2962
万人，半年增长率为 9.8%。与此同时，手机购物在移动商务市
场发展迅速，用户规模达到 2.05 亿人，半年度增长率为 42%。
手机支付则是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商务类应用，半年度增长率
为 63.4%。移动网上支付与消费者生活紧密结合，拓展了更多
的应用场景和数据服务（如账单功能），也推动了手机端商务类
应用的迅速发展。

该《报告》的另一大亮点是，首次将互联网理财产品应用情
况纳入统计范围。《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理
财产品用户规模为 6383 万，使用率达 10.1%。互联网的便捷性
打通了资金链条，降低了理财产品管理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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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性收入成农民增收最强“引擎”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之 比 持 续 缩 小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速
总体放缓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国家统
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5396
元，同比实际增长 9.8%。同期，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959 元，
同比实际增长 7.1%。这两组数字意味
着，农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延
续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的势头。

一般而言，衡量农民收入是否实现
快速增长有两个参照标准：一是看收入增
速是否超过同期 GDP的增速，二是看收
入增速是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按照
上述标准，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实
际增速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也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速。此后 4年来，这
一势头得到了延续。基于此，有理由判断，

“十二五”时期有望成为加速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那么，今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何以
快速增长？总的看，原因包括主要农产
品产量增、价格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
增加、工资上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
度大、含金量高；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增
长态势明显。从收入结构来看，推动农
民收入增加的“四驾马车”即工资性收
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
性收入都在持续增长，为农民收入增长
注入了强大动力。

农民收入构成与过去相比有哪些
变化？

一是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最
大动力来源。6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
力17418万人，同比增加307万人。外出
务 工 劳 动 力 月 均 收 入 2733 元 ，增 长
10.3%。农民外出务工数量继续增加，工
资水平稳步提高，使得工资性收入对农民
增收的贡献率高达 50％以上。这也显
示，我国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农民
转移就业的推动，实现了农民收入增速对
城镇居民的赶超。这不仅有利于保持农
民增收的持续性，优化农村劳动力对外转
移的质量，也有利于倒逼部分劳动密集型

企业进行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仍占农民收入

的一半以上。上半年，我国农业生产势
头喜人，夏粮再获丰收，秋粮面积增加，
油料、糖料生产保持稳定，蔬菜、水果等

“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国家继续提
高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对棉花、大
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对食糖实行临时
收储，农产品价格稳中略涨。不难看
出，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价格支持政策
发挥的“稳定军心”的关键作用，夯实了
农民生产性增收的基础。

农民增收支持政策不断强化，“三
农”投入稳步增加，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在各项政策的
有力支撑下，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实现
较快增长。据统计，今年以来仅农业“四
补贴”就超过 1700 亿元。同时，农村改
革全面推进，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促增收
效应明显。由于开展土地流转规范化管
理和服务试点，农民土地流转收入明显
增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了农
民的股金红利收入。尽管转移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这两项比重目前在农民收入

中占比不到 10%，但随着各地在试点中
不断取得新经验，这些收入有望成为今
后农民收入增加的最大潜力所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是国家坚
持以工补农的一项重要成果，也为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不
过，下半年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难度却
不能低估。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此前就表
示，从农民收入 4个方面构成看，下半年
增收形势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家庭
经营性收入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
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增长空间不
大。预计下半年粮食价格下行压力仍较
大，库存又处于历史高位，新粮集中上市
后可能出现卖难；棉花、食糖价格或将持
续下跌；生猪和家禽产品价格触底回
暖。受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及制造
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农民工就业和工资
上涨都将受到制约。至于转移性收入与
财产性收入，本身所占份额有限，且由政
策转化为现实收入还有相当长的过程，
短期内对农民增收贡献有限。

今后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在哪里？从
目前来看，需要内外两方面挖潜。中国

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在农业
内部，增收要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深入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上下功夫，实现
农业生产者增产增收。包括大力发展优
势特色产业，加强农产品品牌培育，强化
产销衔接，防止出现“卖难”；推动完善农
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生产、流通、加
工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从价格
上涨、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要实现全年农民收入增长 7.5%以
上的目标，还要有针对性地挖掘外部增
收空间。”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认为，
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分化，促进农村劳动
力专业化，转变吸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
业的方式，让更多农民融入城镇。此
外，加快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也能
有效拓展农业外部增收空间。

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一些事关
基础的重要改革应按照部署加快推进，
如建立农业补贴稳定增加长效机制，健
全适合特殊地区的农业补贴政策，推进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护农民财产
权利，同时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不断增加农民股息红利收入等。

上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是农民收入增长快速，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且农民增收支持政策不
断强化。此外，互联网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转型创新的重要助推器，新兴领域的移动应用方兴未艾，更好地满
足了社会生活需求。同时，A 股超过六成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喜，也从微观主体层面反映出市场景气的回
升和环境的改善——

随着沪深两市今年半年报预披露
陆续推出，上市公司中报行情成为资本
市场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A 股已有
过半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预告，逾六成
公司业绩预喜。

主营业务向好助推业绩

据 Wind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7 月
21 日上午，已有 1549 家公司披露上半
年 业 绩 预 告 ，其 中 964 家 预 喜 ，占 比
62.23%；而预亏和不确定的公司共 585
家，占比 37.77%。

“超六成公司半年报预喜给 A 股市
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上证指数探底的态
势有望结束，震荡格局可能会在中报披
露期间转变成为上升态势。”中投顾问
研究总监郭凡礼说，上市公司业绩预期
较高与行业环境改善和企业管理水平
提升有关，业绩增幅较大的企业与资产
重组、订单大幅增加有直接关系。

从市场行业来看，计算机、化学等
板块表现突出。天誉金泰证券分析师
张彦认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的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相关
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制造业高端
化发展趋势的增强；而城市化水平提高
以及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业绩的提升带来利
好。“与此同时，包括保障房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高铁建设的大力推进，对
电气机械和制造业需求具有一定的提
升作用。”张彦说。

18 家公司业绩预增超 10 倍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业绩预增超
过 10 倍的公司有 18 家，有望成为今年
上半年的业绩翘楚。其中，尤夫股份更
是以逾 137 倍的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

下限高居预增榜单的榜首；此外，美亚
柏科、大庆华科、长城影视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下限均超过 50 倍，而游族网络、
华电能源、大富科技等 14 家公司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下限也高居 10 倍至 50
倍之间。

这 18 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主
要是源于主营业务的提振。以目前的

“预增王”尤夫股份为例。其今年上半
年业绩陡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第二季
度“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项
目”的一期项目产能完全释放，且生产
较为稳定，销售形势较好，产品净利润
空间有所增加。

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表示，对于产
能过剩、需求不足以及竞争同质化的行

业，亟须尽早通过资产重组或产业转型
摆脱企业困境，重回增长向好态势。他
举例说，新大新材预计上半年业绩同比
增 长 75% 至 95% ，预 告 净 利 润 达 到
4300 万元至 4800 万元，究其原因主要
是该公司完成资产重组事项后，成为光
伏细分行业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
发 挥 了 重 组 后 的 规 模 效 应 和 协 同 效
应。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产销量增加，
盈利能力得到提升。

行业内两极分化逐渐明显

具体来看，在 964 家预喜公司中，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排名前三
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分
别高达 107 家、89 家和 88 家，占比分
别为 11.10%、9.23%和 9.13%。不过，
与此同时，在 585 家预亏和不确定的
公司中，占比最高的也同样是这 3 个
行业，分别为 52 家、41 家和 37 家，占
比分别为 8.89%、7.01%和 6.33%。

吴士君认为，预喜、预亏排名前三的
均是这3个行业，表明这3个行业大类的
划分早已不足以反映其细分行业景气度
的变化，其中有些细分行业受益于经济
结构调整和市场需求变化成长性突出，
而有些细分行业则渐渐成为“明日黄
花”，趋于没落。此外，计算机、化学、电
气行业中本身企业数量众多，基数较大，
也是业绩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两极分化格局逐渐明显外，上
市公司的半年报预告同样显示出部分
行业估值过低或过高、一些公司净利润
同比增长暴增存水分等弊端。此外，国
泰君安投资顾问赵欢认为，原材料价格
上涨给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带来一定的
压力和负面影响。

“中报业绩预告基本符合上市公司
的真实经营状况。”不过，郭凡礼坦
言，预告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诸
多核心信息还需要审慎对待，披露过
程应严防提前泄露，否则会给庄家拉
升股价提供便利，而信息不对称也会
给普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
同时，他建议监管部门应在监察方面
做 足 文 章 ， 进 一 步 完 善 信 息 披 露 机
制，对违法违规披露的不良行为给予
严惩。

“从整体上来说，目前披露业绩预
告的上市公司中高达六成以上预喜。
这表明上市公司群体与宏观经济的关
联度越来越紧密，代表性越来越强。”吴
士君说。

逾六成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喜
表明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

本报记者 温济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