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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发《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就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提出七个方面21条具体意见。《意见》提出，建立起全覆

盖的社会信用信息记录。一是加快征信系统建设。推进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信用标准体系，健全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制度，加快国家统一征信

平台建设。二是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依法推进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依法对信用信息进行分级管理，推动有关部门在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

公共服务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等。 （详见二版）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李寒芳） 8月
1 日凌晨，台湾高雄市发生燃气爆炸事件，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十分关心，指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
人向台湾有关方面转达他和大陆人民对在本次事
件中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及
受伤同胞的诚挚慰问。

国台办立即启动紧急联系机制，通过台湾陆
委会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大陆人民对台湾伤亡
同胞及其家属的哀悼和慰问。

就台湾高雄燃气爆炸事件习近平向事件中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

对遇难者家属及受伤同胞表示诚挚慰问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发布

我国将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信息记录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发布

我国将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信息记录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一项牵一发

动全身的基础性改革，对于消除城乡二元

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全国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均有重大意义。做好

下半年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预期目标，就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

位置，坚定不移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抓住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千千万万群众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让潜在的发

展优势充分显现。

发展要靠改革。过去 30 余年，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

是改革。每当发展面临体制障碍难以前

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通过改革扫除障

碍、增添动力，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今

年上半年，我们应对复杂局面、实现良好开

局，靠的也是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带

来了新登记注册企业的井喷式增长，充分

显示了改革的红利；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

就业形势稳定，也主要是因为改革激发了

创业活力。现在回过头看，如果不是用改

革的办法，即简政放权、创新宏观调控方

式、着力调整结构“多管齐下”，而是采取短

期刺激政策，不仅上半年的结果可能会大

不一样，而且今后几年的日子也许会更难

过。靠改革创新，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

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是上半年实践给

我们的深刻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结构调整

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仍处在爬坡过

坎的紧要关口，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

活力、难以持续。尤其是眼下经济运行正

面临着一些困难，有的困难还不小，亟须

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以全面深化改

革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民生改善、

风险化解。

坚定不移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就要增大

简政放权的含金量。下半年要继续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

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逐步建

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要继续减少

前置审批，把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计划

铆死、砸实，让企业放开手脚，不能像在赛场

上跨越障碍栏一样，跨过一栏还有一栏。在

把该放的放掉的同时，还要把该管的管住、

该扶的扶好，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

善监管体系的具体措施，让监管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不能一出问题就搞“突击”，搞

“大检查”，结果是“雨过地皮湿”。

坚定不移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还要继

续抓好户籍、财税、投融资等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往往是“一子落而满盘活”。上半年，我

们在财税等改革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最

近户籍制度改革“再下一城”。今后还要继

续以这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突

破口，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

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

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有

序有力有效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

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加快

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出和落实更多向社会

资本开放的项目。

政策的生命在于实施。改革政策再多

再好，不落实就等于“放空炮”。坚持把改

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要在狠抓落实上下

功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已经推出了

多项改革举措，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加

紧落实。但也要看到，部分政策落实环节

多、进度慢，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重布置轻

落实、推诿扯皮现象。下半年，各地区、各

部门务必以更大力度真抓实干，确保政策

不截留、不变形、不走样，确保各项改革落

到实处、推向深入。

坚定不移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三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本报评论员

8月 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今年 7月份，制造
业 PMI指数为 51.7%，比上月上升 0.7个百
分点。这是PMI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且升
幅扩大，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升幅。

有关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国经济增长由落转稳的态势日
趋形成。下半年，如果 PMI 指数能够稳定
在 51%左右，全年可望实现经济增长 7.5%
左右的目标。

制造业稳中向好趋势更明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
为，从 7 月份 PMI指数走势看，今年最大升
幅和持续 5 个月的回升，表明我国制造业
稳中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

从构成 PMI 的 12 个分项指数来看，
同上月相比，除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回落外，其他各项指数均呈现回
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陈中涛
认为，分项指数保持同步回升，表明当前
经济活动进一步活跃，内外需求持续改
善，企业经营形势向好发展，经济增速回
升态势初步形成。

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等政策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内
需逐渐回暖，加之外部经济持续复苏，外需
有所改善，积极因素增加，促进了我国经济
增长基础的进一步巩固。

在 PMI 指数的分项指标中，新订单指
数 自 今 年 3 月 份 以 来 持 续 回 升 ，达 到
53.6%，自 2012 年 5 月份以来首次回升到
53%以上，高于去年同期3个百分点。新出

口订单指数达到 50.8%，高于去年同期 1.8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保持在 50%以上。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
庆河表示，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双双加速增
长，是推动PMI明显回升的主要动力。

企业经济活动更活跃

随着市场需求逐渐回暖，企业的经济
活动也进一步活跃。7 月份，生产指数较
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达到 54.2%，高于
去年同期 1.8 个百分点；采购量指数较上
月上升 1 个百分点，达到 53%，高于去年同
期 3 个百分点。这表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

活动较为积极，补库意愿增强。
此外，随着政策累积效应的逐渐显

现，企业的经营形势也在转好。其中，
大、中、小型企业 PMI 指数均在 50%以
上。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生产、新订单、
采购等指数均见明显回升，达到 50%以
上，同比升幅超过 1个百分点。

陈中涛分析说，小企业 PMI 指数较
上月上升 1.7 个百分点，说明一系列积极
扶持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已产生累积效
应，也说明企业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所
改善。

赵庆河也表示，从不同企业规模来看，
大型企业 PMI 连续 3 个月回升，对稳定和

提升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小型企业 PMI
自 2012 年 4 月以来首次回升至临界点以
上，表明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小微企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初显成效，制造业小型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好转。

全年增长目标有望实现

在陈中涛看来，在当前经济运行的稳
定性进一步增强的形势下，下半年 PMI 指
数如果能够稳定在 51%左右，全年可望实
现经济增长 7.5%左右的目标。

张立群也认为，从订单指数、库存指
数、采购量指数、购进价格指数等指标
看，我国宏观经济由落转稳的走势未来还
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不过，陈中涛指出，尽管当前生产指
数明显加快，但要防止在需求回升、市场
预期转好形势下，一些行业强化产能释放
冲动，打破市场供需平衡，增加经济运行
中的不稳定性因素。例如，煤炭、钢铁等
行业由于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产成品库存
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7 月份，制造业从业
人员指数仅为 48.3%，低于去年同期 0.8
个百分点。陈中涛认为，制造业从业人员
指数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48%左右，回升乏力。对此，应重视化解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中
可能形成的就业压力，把握好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结合点，处理好稳增
长与稳就业的关系。

赵庆河表示，当前我国大、中、小型
企业 PMI 回升格局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
在，中小型企业 PMI 回升基础不牢固，
应继续加大落实已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措施，逐步解决实体经
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夯实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7月份制造业PMI升至51.7%，连续5个月回升——

经济增长由落转稳态势渐成
本报记者 林火灿

7月份制造业PMI升至51.7%，连续5个月回升——

经济增长由落转稳态势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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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路 行
看 青 海

“红黄”产业映古道
昔日古道明珠，今日特色小城。今天的

青海省都兰县，正大力发展“一红一黄”优

势产业，一方面做好枸杞产品的深加工，延

长产业链，打造名优品牌，另一方面做大做

强黄金产业，建设百亿黄金产业园，以谋求

新的跨越。 （详见四版）

用 生 命 书 写 奇 迹
一场罕见的超强台风“威马逊”日前

袭击我国沿海地区，造成海南、广东、广

西等地电网设施严重损毁。面对严峻形

势，南方电网公司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全力抢修复电，哪里受灾，哪

里就有电网抢修队的身影，以最快速度完

成抢修任务，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和力量。 （详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