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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9 月 13 日发布数据显
示，8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实际增长 6.9%，比 7 月份回落 2.1 个
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
增长 11.9%，比 7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
点；1 至 8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比名义增长 16.5%，增
速比 1至 7月份回落 0.5个百分点。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波动一时间
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
担忧。不过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
斯论坛上表示的，“看中国经济，不能只
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
势、看全局、看‘总分’。”尽管8月份部
分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但当前我国
就业、物价形势总体稳定，结构调整继
续取得新的进展，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
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格局未变。

提质增效势头稳健

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主基调，但
稳增长的目标不仅仅是 GDP、工业、
投资、消费等硬性指标的增长，还要保
证就业、物价形势的稳定，既守住就业
的下限也要守住物价的上限。8 月末，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
左右。1 至 8 月份，城镇新增就业 970
多 万 人 ， 同 比 多 增 10 多 万 人 。 8 月
份 ，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 同 比 上 涨
2.0%，1 至 8 月份上涨 2.2%，远低于
3.5%的物价上限。

硬性指标出现回落，就业却不降反
升，表明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扩大了，
对波动的容忍度也提高了，更凸显了中
国经济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透过 8 月份主要数据的细微变化，不难
发现经济结构调整在深入推进，经济增
长质量也在持续提高，提质增效取得积
极进展。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首先是工业结
构继续改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
发展势头好于传统产业。其次是服务业
投资势头不减，增速快于制造业。第三
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间投资占比继
续提高，经济活力有所增强。

消费增长总体稳健，内需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持续稳定。8 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1.9%，比上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扣除价格因素
后实际增长 10.6%，比上月加快 0.1 个
百分点。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继续高速增长。

尤其要看到，今年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
薄弱环节，强力推动改革，出台了简政
放权、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结构性
减税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新一届政府成
立以来先后取消和下放了 632 项行政审
批等事项，有效降低了创业成本和市场
准入门槛，调动了全社会的创业热情。

外部特殊因素影响明显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基本运行在宏
观调控预期区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
现波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
其是 8 月份外部及一些特殊因素影响较

大，既有世界经济复苏乍暖还寒、国外
需求不振的原因，也受基数、气候等特
殊因素的影响，要科学全面分析，冷静
客观看待。

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
期，导致外需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尽管
整体向好，但复苏力度有所减弱，量化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不确定性增加。欧
元区复苏步履蹒跚，一些主要经济体又
现负增长。8 月份，欧元区制造业 PMI
为 50.7，创 13 个月以来新低；通胀率
降至 0.3%，远低于欧洲央行 2%的目
标。日本经济受提高消费税影响明显，
二季度 GDP 环比下降 1.8%，环比折年
率下降 7.1%。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巴西经济出现“滞胀”态势，二季度
GDP 同比下降 0.9%，而物价水平居高
不 下 。 俄 罗 斯 8 月 份 制 造 业 PMI 为
51.0，低于长期平均值 51.9，乌克兰危
机引发的国际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不利
影响持续发酵。

此外，地缘政治及突发事件风险上
升。巴以冲突、伊拉克地区恐怖组织威
胁、非洲埃博拉疫情等不稳定因素也影
响到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受这些外部因素影响，8 月份我国
海关出口同比增长 9.4%，增速较 7 月
份回落 5.1 个百分点，当月对日、欧、
美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均呈回落态
势，对欧盟、美国出口同比增速分别比
上月回落 4.9 个、0.9 个百分点；对日
本出口下降 3.1%，上月为增长 2.9%。

从国内来看，气温偏低是一个特殊
的影响因素，直接影响到电力及相关行
业生产。8 月份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同
期低 0.2℃，比上年同期低 1.5℃。气温
偏低减少了居民和企业的用电需求。8
月份，全国发电量同比下降 2.2%，上
月为增长 3.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7%；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增长 3.1%，比上月
回落 3.4个百分点。

去库存压力继续增大

由于上述外部因素和特殊因素的影
响，当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一些波动是
难以避免的，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分析
人士认为，对此不必过分担忧。尤其是
经济运行稳中有好、稳中提质的势头明
显，支撑经济稳定运行仍具备较多有利
条件，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但并不是说发展中没有困难和挑战，相
反，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巨大，部分行
业的困难也值得警惕。

今年以来，由于市场需求不旺，企
业产成品库存增长较快的累积效应逐渐
显现，企业去库存压力进一步增大。7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
比增长 14.6%，增速较上年同期大幅上
升 8.5 个百分点，高出主营业务收入增
速 5.8 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增量是上
年同期的 2.5 倍，无论是库存增量还是
库存与销售增速差均为近几年之最。

从主要行业来看，汽车、电子等前
期增长较快的部分行业增幅回归正常，
增长压力加大。8 月份，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5%，比上月回落 4.3 个
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增长 9.6%，回落 1.5 个百分点。
初步估计，汽车和电子行业增速回落拉
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合计达到
0.31 个百分点，约占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回落的 14.8%。

总之，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8 月
份部分指标出现波动是正常的，一定程
度上也是市场自主调整的结果。当前

“三期”叠加背景下经济运行存在着特
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
仍然较大，仍须坚持稳中有进、改革创
新的工作总基调，既保持定力、稳定政
策，又主动作为、科学调控，向改革要
动力，向调整要活力，向市场要信心，
就能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

8月份工业、投资、消费增速继续回落，但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明显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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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金亮从农业部获悉：今年全国棉花种
植面积预计比去年下降 8.7%，且由于前期部分棉区遭遇干
旱、高温等气象灾害，预计全年棉花产量比上年有所减少。

全国棉花面积减少，主要是由于内地棉花面积下降较
多，长江流域棉区约降 12.1%，黄河流域约降 14.5%，且呈
现“棉花大县面积减幅大、种植大户面积减幅大”的特征。
据内地棉区农业部门反映，河北棉花春播面积 723 万亩，同
比下降 16.4%；江苏棉花面积可能首次跌破 200 万亩，比去
年下降约 20%。

据沧州市农业局棉花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潘秀芬介
绍，去年沧州市植棉面积 160 万亩，今年实际植棉面积预计
最多 100 万亩。江苏等 5 省农业部门有关负责人也认为，
由于棉花比较效益较低，再加上取消了临储政策，今后内地
棉花面积还可能继续下滑。专家建议纺织企业应根据生产
进度，及时安排好棉花原料采购及补库。

今年全国棉花面积产量双减
纺织企业应及时安排原料采购及补库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日前，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经济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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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编制的 2014 年 8 月份中经有
色金属产业月度景气指数报告发布。数据显示，2014 年 7
月，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为 59.6，较上月回升 0.3
点，继续维持在“正常”区间。

8 月份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变化趋势表明，有
色金属产业景气度继续小幅回升，回稳向好态势得以延
续。随着国内宏观环境改善，有色金属价格经过长时间下
跌后，部分金属品种呈现出震荡回升的态势，实现利润总额
增速由负转正后，增幅有所扩大，主营活动利润降幅进一步
收窄。然而，我国电解铝产能过剩尚未根本化解，铝冶炼行
业亏损状况仍未改变。当前，加快结构调整，化解影响产业
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仍是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有色金属产业延续回升态势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维持“正常”区间

本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
于债券买卖业务营业税问题的公告》，明确金融企业从事债
券买卖业务的，以债券的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
业额，买入价应以债券购入价减去债券持有期间取得收益
后的余额确定。债券持有期间取得的收益为全部收益，包
括利息收入。

据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债券持
有期间取得的收益（包括利息收入）是否应纳入计税营业
额，部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认识不一，此次《公告》予以明
确，以保证税法的统一性、规范性，有利于纳税人遵从和税
务机关执行。

债券持有期间收益应缴营业税
该取得收益包括利息收入

走进山东商河县玉皇庙镇西甄村，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植 物 界 中 的“ 活 化
石”——银杏，“种植银杏不仅美观，而且
银杏相对于杨柳树飘杨絮、柳絮来说比较
卫生。”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银杏作为行
道树时，西甄村党支部书记袁本业解释，

“要想当文明村，咱得先当卫生村啊！”
近年来，西甄村不断推进新农村建

设，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在实施“大街硬
化”工程的基础上，栽植绿化苗木 1000
株，修建高标准花池 128 个，粉刷墙面
1.68 万平方米，硬化巷道 26 条，新装太
阳能热水器 120台，新建水冲式厕所 100
个，设立垃圾箱 14 个，选聘保洁员 2 名，
对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统一清运，使村容
村貌明显改观。

经济是发展的命脉。西甄村立足靠
近省级商河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和发展
蔬菜大棚的资源优势，不断寻求发展经济、
富裕农民的最佳切入点。

一排排大拱棚伫立在田间，在大棚
里碧绿的秧苗上，胖乎乎的西红柿笑红
了脸⋯⋯

“我就想着，他们寿光能种好大棚，
咱们凭什么不能？”西甄村的大棚种植

“带头人”闫金佃一脸骄傲地说。1998
年，他在村里率先建起了大棚，种上了芹
菜和西红柿，当年就收回了成本，第二年
更是赶上好年头，赚了个盆满钵满。乡
亲们一看有门道，纷纷向他取经，村里的

大棚逐渐多了起来。
“每个大棚镇上都给补助，我家在村

里建了4个大棚，光补助就将近1万元，再
加上卖菜赚的钱，一年挣个十六七万元不
成问题。”村民闫克军说。当记者问及如

何去距离较远的大棚干活时，他指着院子
里的轿车，自豪地笑着说：“就开着它去。”

“开着轿车种大棚”在西甄村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

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该
村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大力发展大棚蔬菜、
大蒜、速生林、畜牧等产业，全村蔬菜大棚
达到 200个，养鸡专业户达到 33个，速生
林种植面积达到350亩，大蒜面积800亩，
建筑从业人员200人，加快农民增收致富
步伐。

人富了，村美了，西甄村群众性文化
活动也丰富多彩。晚上 7 点，伴随着张
希英的一声“跳舞啦！”村民们带着孩子
来到广场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每天鼓捣完我家的两个大棚，我就
来跳会儿舞，和村里的姊妹们聊聊天。”
西甄村村民张希英是广场舞的“发烧
友”，“哪天要是阴天下雨跳不了舞，我都
感觉缺点啥。”

村民们跳一会儿舞就三三两两地在
树下、健身器材旁聊聊天。“没想到去年
咱们反映水不好喝，今年就真喝上了黄
河水。”“听说今年咱村要修后街，以后进
村出村可就更方便了。”⋯⋯

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网共同
主办的“改革发展·2014 国企系列专题报道——国企自主
创新之路”日前做客中经在线访谈节目，邀请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院长李新亚、长安汽车总裁张宝林就国有企业如何创
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等议题进行交流。

近年来，国有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关头，需要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而实现
转变的重要支撑之一就是科技创新。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
的骨干力量。无论在科技人才的聚集，还是在国家重大工
程的技术支持方面，国企都占据了最大份额。

国企应如何保持不竭的科技创新动力？
首要因素是人才。李新亚认为，只有大量优秀人才才

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以机械研究总院为例，目前
科技人员占比超 70%，先后产生了 4 位‘两院’院士，290 位
科研人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
正是研究总院持续创新的动力所在。”

其次是有正确的思路。“我们可以借助国外力量，但不
能依赖国外，在关键技术尤其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
的重要领域，我们不能受制于人。”李新亚说。在起步阶段
通过科技引进发展某项技术、产品是好事，但是不能进入

“怪圈”，引一代后再引二代、三代。
最后，要依靠完备的机制体系。张宝林表示，创新企业

的体系建设非常重要，长安汽车正是依靠完备的体系保持
竞争力，“我们打造自主研发的流程 CAPDS，把一个汽车三
四年间的研发过程，以及把公司所有资源，用矩阵式项目管
理模式，统一到一个流程中，达到国际先进汽车企业的通行
流程标准。”

长安汽车还建立了国际对标机制，“这个实验验证流程
比较先进，我们斥巨资建成涵盖振动噪声、碰撞安全、制动
性能、底盘试验等 14 个领域的国际先进实验室，把合资企
业的标准拿来对标，现在明显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
距。”张宝林表示，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中国自主品牌
汽车将会全面走向世界。

创新提升国企竞争力
本报记者 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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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

山东商河县玉皇庙镇西甄村——

民 富 村 美 新 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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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甄村村民种的大棚菜吸引游客前来采摘。 （资料图片）西甄村村民种的大棚菜吸引游客前来采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