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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份是全年经济增长的传统淡
季，高温和多雨会使企业投资和生产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外出旅游和农忙也
会使市场销售相对平淡。国家统计局８
月 13 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7 月份我
国工业、消费、投资等增幅均比 6 月份
有所回落，符合淡季放缓的基本规律。
不过三大指标回落幅度均在 0.2 至 0.3 个
百分点之间，表明国民经济运行基本稳
定。细分领域亮点频现，更显示经济增
长蕴含发展后劲。

整体工业增速小幅回落
制造业增速创年内新高

数据显示，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9.0%，比 6 月份回落
0.2 个 百 分 点 。 尽 管 总 体 增 速 小 幅 回
落，但制造业却淡季不淡，增长达到
10%，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这表明
制造业去库存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生
产销售环境有所改善。而同期采矿业增
加值同比只增长 6.2%，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更是只增长 1.9%，
拖累了整体工业增长速度。

分行业看，7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
中有 39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
产品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增
速普遍高于全部工业增速。其中，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0.2%，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2.9%，通用
设备制造业增长 11.9%，汽车制造业增
长 12.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增 长 16.6%， 计 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1.1%。

分产品看，7 月份，多种产品同比
增 长 。 其 中 ， 钢 材 9476 万 吨 ， 增 长
3.7%；水泥 22297 万吨，增长 3.5%；十
种有色金属 363 万吨，增长 7.8%；乙烯
150 万吨，增长 11.7%；汽车 185.8 万
辆，增长 10.5%；轿车 102.1 万辆，增
长 6.8%；发电量 5048 亿千瓦时，增长
3.3% ； 原 油 加 工 量 4108 万 吨 ， 增 长

2.0%。
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增速均高于

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更是遥遥领先。7
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8.5%，
中 部 地 区 增 长 8.9% ， 西 部 地 区 增 长
10.9%。

数据还显示，7 月份 9.0%的增速高
于上半年 8.8%的平均增速，表明当前的
工业生产水平能够支撑 7.5%左右的经济
增速。后期随着 7、8月淡季的过去和去
库存化的继续，工业增速有望保持在
9%以上的较高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继续
保持平稳运行。

消费结构继续优化
网上销售增势强劲

经济淡季主要体现在社会消费方
面。抛开节假日因素，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全年消费的低点基本都在
7、8 月份。今年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2.2%，也略低于
6月份。

不过在消费增速小幅回落的同时，
消费结构优化的势头却在进一步延续。
一方面，农村市场消费持续快于城镇。
1 至 7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12.0% ， 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增 长
13.2%。另一方面，公务消费继续得到
抑制，大众消费持续旺盛增长。1 至 7
月 份 ， 限 额 以 上 单 位 餐 饮 收 入 增 长
2.9% ， 而 全 部 餐 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0.1%。这表明餐饮业消费贡献主要来
自于限额以下大众消费，过去不健康、
不正常的消费模式继续向健康的、正常
的模式回归。

网上销售持续超高速发展，成为消
费领域最突出的亮点。自从国家统计局
于一季度首次发布网上零售数据以来，
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一直保持着
50%以上的超高增速。1至 7月份，限额
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达到 2167 亿元，
增长高达 55.2%。

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只包括
限额以上单位通过自建网站和第三方

平台等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实现的消费
品零售额，限额以下单位和散户的网
上零售额并没有得到体现。而限额以
下单位和散户尽管主体规模较小，但
数 量 庞 大 ， 实 现 的 销 售 额 更 是 非 常
可观。

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回升

1 至 7 月 份 ，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25949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7%，增速
比 1 至 6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从环比
速 度 看 ， 7 月 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1.27%。

分产业看，1 至 7 月份，第一产业
投资 6040 亿元，同比增长 25.1%；第二
产业投资 109120 亿元，增长 13.9%；第
三产业投资 144333亿元，增长 19.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回落，首先
是 因 为 今 年 以 来 房 地 产 市 场 降 温 明
显，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较强的观望
心 态 ， 投 资 活 动 更 趋 谨 慎 。 1 至 7 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0381 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3.7%，增速比 1 至 6 月
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初步计算，因 1
至 7 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影响全部
投资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左右。其次
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投资积极性，1 至
7 月份，工业投资 106988 亿元，同比
增长 13.9%，增速比 1 至 6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

不过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
1 至 7 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
增长 13.1%，增速比 1 至 6 月份回落 1.4
个百分点。但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30398 亿元，同比增长 14.6%，增速
提高 1 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会转化为
后期的施工项目，新增投资会转化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开
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的回升，后几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进而拉动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
理区间。

7月份工业、消费、投资整体增速小幅回落——

经济运行淡季之中有亮点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国家种业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及交易平台今天在中国农业科学
院正式启动，全国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不久将进场挂牌
交易。

据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介绍，国家种业科
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是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
系统的重要分支。中国农科院自主研发了国家种业
科技成果电子交易平台、种业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平
台，建立了全球种业知识产权数据库，这一平台将发
挥大数据种业科技成果信息云平台、一站式交易对接
电子平台、可视化展示推介基地等重要功能。该中心
还研究制定了《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种业科技成果展示和产权交易规程》等一系列
办法和技术规程。

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启动
科研单位和种企将进场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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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崔文苑今天从财政部
获悉：为进一步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2014 年中
央财政继续从中央彩票公益金中安排城市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文化活动室）专项资金。近日中央财政下达 2014
年专项资金 2.5亿元。

据了解，下拨的资金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已建设的
社区文化中心或是文化活动室的购置业务设备，以保障
社区文化中心开展正常群众公共文化活动。

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社区文化活动室建设
下拨 2.5亿元资金用于购置业务设备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务院国资委近日下发
通知，决定于 8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派出 11 个组，采取异地
交叉检查的方式，联合开展一次中央企业煤矿安全生产
检查。

通知明确，检查重点包括煤矿水害、瓦斯及粉尘等
灾害治理情况；煤矿是否存在超能力组织生产的情况；
是否存在新建项目未经核准已经建设或已经生产情况。
通知强调，各检查组要做到对检查省份 （或片区） 内的
涉煤中央企业全覆盖。原则上每组检查 5 至 7 处煤矿，
其中，深入井下检查的生产和建设矿井、暗查暗访煤矿
均不少于 1处。

三部门联合开展央企煤矿安全生产检查
重点检查水害、瓦斯及粉尘灾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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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环保部近日
发布《“同呼吸 共奋斗”公民行为准则》，倡导公众践行
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和环境保护。

《准则》的编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建
设为统领，以动员公众参与并践行环境保护为落脚点，包
括关注空气质量、做好健康防护、减少烟尘排放、坚持低
碳出行、选择绿色消费等 8 方面内容。环保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环保部将集中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张贴
宣传挂图、邀请各界代表参与讨论等活动，宣传、贯彻和
实施《准则》。

《“同呼吸 共奋斗”公民行为准则》发布
动员公众参与践行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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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个中央部门所属企业、113 家国资
委监管企业、5家财政部监管企业和 36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地方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政部关于
2013 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
决算，是目前能反映中国国企现状的最全
面、最权威数据。专家认为，今年是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年。近期财政部
对外首次公布我国国有企业“家底”，这在
各方期待出台深化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
大背景下恰逢其时。

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 10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3%。
这一数字与 2000 年的 17.3 万亿元相比，
扩增速度增长数倍。这说明国有经济规
模不断增加，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主

导地位越发凸显。
数据还显示，2013 年全国国有企业

上交税费 3.8 万亿元，而当年税收收入为
11万亿元，占比 3成。由此可以看出国企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国企户数和职工数、资产和负债情
况、营业总收入和实现利润⋯⋯全面、权
威的公开国企家底前所未有的透明，为深
化国企改革、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提供
珍贵的“账本”。

看国企家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
“赚不赚钱”。从“家底”来看，利润增幅小
于营业总收入增幅，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增
长缓慢。数据显示，2013 年国企利润总
额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营业总收
入为 47.1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

而看国有资产是否“安全”，就要看企
业负债水平。根据决算数据来看，我国国
有企业负债水平增幅较高，国有资产负债
增幅大于资产增幅。2013 年，国有企业
负债总额 6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

高于国企资产总额 16.3%的增速。
在盈利能力较低的情况下，这样的

负债水平会不会带来风险？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综合各
项指标，国企整体运行比较稳健，负债
水平并不算高，但需注意防控风险。尤
其是一些企业负债过高、负债增速较
快，需要格外警惕。

国企为何会出现负债水平上升、利
润增长缓慢？分析发现，财务费用占利
润比重居高不下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年
上半年，由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
及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造成财务费用大幅
上涨，连续 4 个月出现成本增幅高于收
入的“倒挂”现象。

结合决算数据，专家分析表示，国企
目前的经营过程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
比如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企业规模小且
大量分布在竞争性领域，一定程度上挤压
了非公经济发展空间；再如，国有企业一
股独大和一股过大，导致多元股东制衡的

机制难以形成，腐败案件时有发生；国有
企业行政化管理导致经营效率低下，不少
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甚至低于银行存
款利率等。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我国国
有企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
资产监管，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

“管资本不仅有助于规范管理直接融
资和间接融资，还能够促进股权结构优
化，杜绝一股独大，促进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白景明说。从管资产转为管资本，
体现了我国国企改革的大方向。

管资本，需要根据全面、权威的财务
决算信息，描绘出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的

“晴雨表”，形成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
重要依据。全面摸清国有企业“家底”，并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将有助于国
有企业去行政化、破除垄断以及完善公司
治理机制，再创国有企业改革新辉煌。

财政部日前首次公布国有企业“家底”——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心中有数”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张雪

报道：国家防总今日召开会商会研究分
析旱情形势，认为近期全国旱情呈现发
展态势，虽然西北东部、西南东部及黄淮
西部等地受降雨影响，旱情基本缓解，但
东北西部旱情发展较快，受旱面积较大。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作物受旱面积
比 7 月底增加了 800 万亩，其中辽宁、吉
林、内蒙古３省区作物受旱面积达 4426
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 6成左右。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
雷要求要立足于抗大旱、抗长旱，全力保
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努力夺取今年秋
粮丰收。国家防总在已派出 16 个抗旱
工作组的基础上，今天再加派 4 个工作
组分赴辽宁、吉林、内蒙古、甘肃等省区，
协助地方做好抗旱工作。中央财政近日
已安排下达 2 亿元特大抗旱经费，近期
要商财政部再安排一批特大抗旱经费，
支持重旱区开展抗旱减灾工作。

辽宁省防指已启动抗旱Ⅲ级应急响
应，派出 6 个工作组赴旱区指导，并利用
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从浑江调水 2 亿立
方米，同时调度全省水库累计向旱区补
水 1.5 亿立方米。全省累计投入抗旱劳
力 166 万人，开动机电井 29 万眼，泵站
1526 座，累计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660 万
亩，临时解决了 27万人、6万头大牲畜饮
水困难。吉林省防指先后派出 4 个工作
组，深入抗旱一线落实各项抗旱措施，同
时组织实施引洮入向、引嫩入白等应急
调水工作，充分发挥骨干水利工程抗旱
作用。全省共投入抗旱劳力 50 万人、抗
旱水源井 6 万眼、泵站 277 处、机动抗旱
设备 2 万台套、机动运水车 4 万辆，完成
抗旱浇灌面积 670 万亩。内蒙古自治区
启动抗旱Ⅲ级应急响应，并派出 10 多个
工作组深入旱区检查指导。自治区财政
厅安排 4300万元，支持重旱区开展应急
水源工程建设及补助农牧民拉水送水等
工作。

辽宁吉林内蒙古作物受旱

面积达 4426万亩

东北西部旱情发展较快较快

7 月 份 我 国 工

业、消费、投资等增

幅均比6月份小幅回

落，符合淡季放缓的

基本规律。国民经

济运行基本稳定。

细分领域亮点频现，

制 造 业 增 长 达 到

10%，创下今年以来

新高。网上销售持

续超高速发展，成为

消费领域最突出的

亮点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从水利部获悉：历时 3 年的全
国水利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绝大部
分满足Ⅲ类标准，合格率达 89%。

目前，全国供水人口 1 万人或日供水量 1000 立方
米及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 11662 处，年供水量
596 亿立方米，水质满足Ⅲ类标准比例为 89%。据悉，
水利部已对近 20 万公里河长开展监测，对全国 600 多
个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水量进行监测评价。3
年内，全国重要饮用水源地名录中的水源地将全部实现
在线监测。

我 国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源 近 九 成 合 格
将在 3年内实现水源地在线监测

本报北京 8 月 13 日讯 记者曹红艳从公安部获悉：
公安部部署自 8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全国开展第二次集中
统一行动，重点查处危化品运输“四非”（非法改装伪装危
化品运输车，危化品生产、销售企业为不具备运输许可的
车辆非法灌装危化品，不具备运输许可的车辆非法运输
危化品，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员非法驾驶、押运危化品运
输车辆）、客运“四违”（客运车辆违反夜间停运规定、违反
接驳运输规定、严重交通违法、违反动态监管制度）违法
犯罪行为。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安排
查纠时间、地点，把力量投放到客车违规运行的凌晨时
段，投放到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出危化品生产、销售企业和
驶入危化品使用企业的必经之路。

全国“打四非、查四违”行动深入推进
严查非法改装伪装危化品运输车

本报讯 记者陈郁报道：经民政部、
国家减灾委办公室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部门核定，7 月份，我国各类自然灾害
共造成全国 8012.5 万人次受灾，204.5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78.1 万人次需紧
急生活救助；10.7万间房屋倒塌，91.1万
间 不 同 程 度 损 坏 ；农 作 物 受 灾 面 积
8652.8 千公顷，其中绝收 943.1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1006.6亿元。

7 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台风、洪
涝、干旱灾害为主，风雹、地震、山体崩
塌、滑坡、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和风暴
潮等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与近 10
年同期相比，7 月份灾情除直接经济损
失有所增加外，其余各项损失指标均有
减少，其中，倒塌房屋数量减少超过七
成，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减少超过三成。
30 个省区市的 1527 个县（市、区）不同
程度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其中 677 个县
重复受灾，567 个是集中连片困难县或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江西、广
东、广西、海南、贵州和云南 6 省区灾情
突出，其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占
全国总数的 70%以上，紧急转移安置人
口和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总数的 50%
以上。

7 月份自然灾害直接

经济损失逾1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