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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7 月 27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8649.8亿元，同比增
长 11.4%，增速比 1 至 5 月份提高 1.6 个
百分点；实现主营活动利润 26722 亿元，
同比增长 10.8%，增速比 1 至 5 月份提高
1.7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面对持续压力，我国一方
面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改革红利的释放，
另一方面则适时适度推出一系列定向调
控的稳增长政策。许多工业企业也加快
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主动化解产

能过剩，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技术改
造投资。这些因素共同支撑了工业经济
的平稳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比
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增速虽然与
往年相比略有放缓，但工业运行总体趋
于平稳，部分 行 业 的 运 行 已 经 出 现 积
极变化。

工业生产的渐趋回暖，为工业企业
利润的平稳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同比增速由前 1 至 3 月份的 10.1%上
升至 11.4%。分行业看，在 41 个工业大
类行业中，有 35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1个行业持平，5个行业下降。

中经工业景气指数的监测结果也显
示，经初步季节调整，二季度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 10.0%，比一季度回升 0.6 个
百分点，其中，汽车、电力、电气、非金属矿
物制品、电子等行业是促进二季度利润增
长的主要动力，其新增利润占二季度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新增利润的76.8%。

在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6 月份的

数据尤其值得关注。6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80.8 亿元，同
比增长 17.9%，增速比 5 月份提高 9 个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分析
说，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速明显加快，与销售增长加快、
生产成本下降，以及少数行业的拉动等
因素相关，比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 5
个行业对 6 月份工业利润增长的带动作
用十分明显。

何平指出，目前，工业利润总体仍处
于平稳增长状态，且 6 月份利润增速有
所加快，但资产产出效率下降、存货增
加、欠款增多等制约企业效益向好的因
素依然存在。

首先，资产产出效率有所下降。今
年前 6 个月，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
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121.5 元，同比减少
2.5 元。其次，存货压力增加。6 月末，企
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12.6%，比累计
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 4 个百分点；产成
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3.8 天，同比增加 0.3
天。此外，欠款增多。6 月末，企业应收
账款同比增长 12.7%，比累计主营业务
收入增速高 4.1个百分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郑立
新表示，当前我国 工 业 的 良 好 基 本 面
没有改变，应继续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矛盾，大力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更加
注重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两化”融合
等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和提高，加大
服务中小企业的力度，促进工业经济
平稳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4%——

工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产出效率下降等制约企业效益向好的因素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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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消费同比下降近 20%
本报北京7月27日讯 记者暴媛

媛从中国黄金协会获悉：今年上半年
我国黄金产量达211.073吨，与去年同
期 相 比 增 加 18.251 吨 ，同 比 增 长
9.47% 。 其 中 ，黄 金 矿 产 金 完 成
169.051 吨，同比增长 6.15%；有色副
产 金 完 成 42.022 吨 ，同 比 增 长
25.22%。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
费量达 569.45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
少136.91吨，同比下降19.38%。

自然灾害受灾面1.2 亿人次
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讯 记者陈

郁从民政部获悉：截至目前，今年以来
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2 亿人次
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331.2 千公
顷，直接经济损失 1575.6亿元。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张卫星表示，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主汛期，
抗灾救灾任务繁重。民政部将继续全
力以赴，密切关注各地灾害风险和灾
情发展，视情及时启动救灾预警响应
和救灾应急响应，及时会商财政部门
安排中央救灾资金。

安全生产举报信息1.7 万件
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讯 记者王

轶辰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获悉：2014
年上半年，全国共接到各类安全生产
举报信息 17363件。

安监总局要求，要严厉查处安全
生产领域各类群众举报，依法严惩责
任人，有力打击和震慑违法分子，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安监
总局还公布了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信
息举报电话，号码为“12350”。

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5794 件
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讯 记者许

跃芝报道：今年 1 至 6 月，全国检察机
关 侦 查 渎 职 侵 权 犯 罪 案 件 5794 件
8232 人，同比分别上升 1.5%、2.3%。
其中重特大案件 3386 件，同比上升
3.5%。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
生表示，今年下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反
渎职侵权部门将以食品药品、生态环
境、征地拆迁、涉农惠民补贴等领域渎
职犯罪案件为重点，进一步加大执法
办案力度，推动查办大要案。

大气污染考核目标进一步细化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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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由经济日报社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
测中心共同编制的 2014 年二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
数于 7月 28日发布。

指数显示，2014 年二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
为 95.2，比上季度回落 0.6 点。这是自 2012 年二季度以
来，装备制造业在稳中有升的小幅波动中首次出现比较明
显的回落。

二季度，装备制造业整体运行稳中趋缓，生产和利润增
长有所放缓，销售增速略有回落，出口增长加快，价格跌幅
收窄。综合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下一步运行或将继续缓
中趋稳，能否企稳回升有待进一步观察。

（详细内容请关注本报将于 7 月 30 日发布的《中经产
业景气指数专刊》）

二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显示——

装备制造业运行稳中趋缓

本报余杭 7 月 27 日电 记者刘

慧报道：全国粮食系统纪念“四无粮
仓”创建 60 周年座谈会今天在浙江余
杭召开。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在座
谈会上透露，截至 2013 年底，我国拥
有遍布城乡的各类粮食仓储企业 1.9
万个，仓容总量超过 3 亿吨，比新中国
成立之初增长了100倍。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只
有 60 亿斤粮食仓容，且大部分是由
祠堂、庙宇甚至当铺改建而成，仓储
设施简陋，储藏技术落后，虫、霉、鼠、
雀危害大，造成巨大的粮食损失损
耗，严重危及新中国的粮食安全。经
过 60 多年的建设，我国粮食仓储设
施布局不断优化，基本形成了以大连
北良港、广东新沙港、上海民生港、浙
江舟山等粮食物流基地为枢纽，以各
级粮食中心库为节点，以遍布全国的
粮食收纳库为基础的现代粮食仓储
物流体系。

“60 年来，粮库仓型升级换代，仓
储功能显著提升。”任正晓说，上世纪
普遍采用的落后仓型已全部退出历史
舞台，高大平房仓、浅园仓、立筒仓等现代化仓型占全部仓
房的 60％以上，仓储物流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

目前，我国粮食储藏技术应用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行列，
2010 年“四合一”储粮新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推
广应用这一新技术的粮食仓容达到 1.6亿吨。绿色储藏、智
能仓储、电子信息、快速检测、新能源利用和生物杀虫技术等
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正在由“无虫
害、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的安全储粮阶段向“绿色、生
态、智能、高效”的生态储粮阶段转型。

我国粮食仓容总量超三亿吨

基本建成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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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7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2014 年 7 月
27 日，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
施细则》。

《实施细则》共分 8 章 60 条，细化和完善了经济责任审
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评价、审计报告、审计结果运用、组
织领导和审计实施等内容。

“审计评价重点关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质量、效益
和可持续性，关注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及
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关注领导干
部应承担直接责任的问题。”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经济
责任审计结果应当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多部门联合发布经济责任审计新法规
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审计结果应作为

干部考核重要依据

本版编辑 韩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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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本报杭州 77 月月 2727 日电日电 记者记者黄黄

平平、、通讯员通讯员高坚高坚报道报道：：我国首个燃煤发我国首个燃煤发
电机组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电机组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浙浙
能集团所属嘉兴发电厂三期工程日前能集团所属嘉兴发电厂三期工程日前
在杭州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定在杭州通过权威机构检测认定，，标志标志
着我国燃煤发电机组清洁化技术取得着我国燃煤发电机组清洁化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

据了解据了解，，浙能集团自主创新的浙能集团自主创新的““多多
种污染物高效协同脱除集成技术种污染物高效协同脱除集成技术”，”，可可
使电厂排放的烟尘使电厂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氮氧化氮氧化
物等达到甚至低于天然气燃气轮机组物等达到甚至低于天然气燃气轮机组
的排放标准的排放标准，，尤其是尤其是 PMPM22..55脱除率可达脱除率可达
8585%%以上以上。。目前目前，，这一技术已向国家这一技术已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并获得受理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并获得受理。。

我国燃煤发电机组清洁化技术获重大突破

众所周知，如何治理好大气污染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重点任务。作为“大气十条”的重要配套
政策性文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实施细则》日前
出台。

记者注意到，为了更好落实“大气十
条”的政策效果，《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
考 核 目 标 、考 核 办 法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
如，在考核要求的设定上，《实施细则》
指出，2013 年度不考核 PM2.5 年均浓度
下降比例，2014、2015、2016 年度 PM2.5

年均浓度下降比例达到《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责任书》核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
10%、35%、65%。

此外，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
成情况指标的设定上，《实施细则》也遵
循紧扣“大气十条”任务要求的原则，尽
可能具备可操作性，重点选择空气质量
改善效果显著的措施，提出评价指标，
细化评价要点。以“燃煤小锅炉整治”
为 例 ，其 指 标 划 分 为“ 燃 煤 小 锅 炉 淘
汰”、“新建燃煤锅炉准入”两项子指标，
并进一步规定：2015 年，累计完成燃煤
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 50%；2016 年，累
计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 75%；
2017 年，累计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
务的 95%，确有必要保留的，当地人民
政府应出具书面材料说明原因。

“《实施细则》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即
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此前的“大气十
条”尽管严厉但不够具体化，缺乏可操作

性，而《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各项目标和
举措，进一步明确了各地的工作责任，这
对于严格落实“大气十条”起到促进作
用，也解决了目前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门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无从下手的困境。

不仅如此，《实施细则》还遵循分区
指导的原则，明确各地综合整治工作的
侧重点。柴发合介绍，以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为例，《实施细则》指出，2015 年、
2016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
煤炭消费总量与 2012 年相比实现负增
长，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珠

三角区域煤炭消费总量与 2012年持平。
“《实施细则》不仅遵循分区指导原

则，还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源头、过程和末
端的方方面面，这将整体、全面推进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柴发合表示。

柴发合认为，“‘大气十条’实施情况
考核不仅是对地方的考核，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在检验相关职能部门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实绩。《实施细则》的实施具有
综合效应，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调整进程，十分有利于改
善我国空气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