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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月度数据接连出炉，经济运

行分化现象仍然明显。如何有效弥合增

长两极分化导致的动力“断层”，加快

实现增长新旧动力转换，是当前和今后

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放缓的

状态之中。这既是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必

然面临的阶段性变化，也是经济转型升

级、走上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之路的不

二选择。在经济成长的这一阶段，彻底

摒弃对增速预期过高、关注过度的旧有

思维定势，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导向，加

紧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是努力保持

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加快实现

新旧动力转换的重要抓手。

透过当前各项数据，既可看到新常

态下市场出现的新变化、新挑战，也可

看到其中蕴含的新动能、新机遇。以 5

月份工业生产为例，扣除价格因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 6.1%，环

比增长 0.52%。其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9.9%，明显高

于平均增速。数据中呈现的结构性变

化，与“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新业态

遥相呼应，预示着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

巨大空间。再看市场消费。由于受外部

需求收缩和内部多种矛盾聚合双重影

响，一段时间以来，消费需求与经济增

速均呈同步放缓态势，但 5 月份消费品

市场依然平稳增长。扣除价格因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 10.2%，环

比增长 0.81%。与此同时，消费升级类

商品和新兴消费业态均呈走强之势。生

产和消费大体平稳，经济增长的基础就

没有大问题。

进一步分析，在错综复杂的各种

因素作用下，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路

径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方面，传

统 发 展 方 式 与 旧 有 增 长 模 式 已 走 到

“山穷水尽”的境地；另一方面，新业

态、新市场不断展现“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诱人前景。面对新旧增长模式

转换和新旧业态交替更迭的现实，理

性和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做出“弃旧迎

新”的战略抉择。用全新视野审视和

研判经济运行新变化；以全新的思路

谋划改革和发展大局，打破旧有的既

得利益藩篱和体制机制障碍，把孕育

在 13 亿人民中间的“大众创业、万众

创 新 ” 的 “ 双 创 ” 热 情 充 分 释 放 出

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能。

当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成功经验，历史性地开启了我国改革开

放的成功之路。今天，同样的历史性机

遇再一次摆在面前。只要我们义无反顾

地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陈规陋习，以创

新的体制机制不断激发源于民间的创业

活力和企业的创新动力，新的发展机遇

依然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6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5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4355 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 5%；扣除 11 项
政 府 性 基 金 转 列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影 响 ， 同 口 径 增 长
3.4%。在支出方面，5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24亿元，同比增长 2.6%。

同时，财政部数据显示，5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2240亿元，同比仅增长 0.4%。

“5 月份财政收入仍呈增幅偏低态势，尤其是税收
收入增速下滑至几年来的同期最低点，而税收是财政收
入的主体部分，财政收入形势较为严峻。”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对 《经济日报》 记者表示。

在 5 月份的收入结构中，以下几个特点引人关注：
一是中央收入增幅小于地方。5 月份，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7739 亿元，增长 3.3%，同口径增长 2.9%；地方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16 亿元，增长 7.1%，同口径
增长 4%。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收入增幅偏低，

“主要受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减少、进口环节税收下降等
因素影响。”

二是非税收入增幅较大，这与税收增长乏力形成反
差。5 月份，非税收入 2116 亿元，同比增长 42.9%。其
中，中央非税收入 557 亿元，增长 1.9 倍，主要是部分
企业集中上缴利润增加；地方非税收入 1558 亿元，增
长 21%，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
同口径增长 5.9%。

三是房地产相关税收降幅有所收窄。契税同比下降
11.3%，土地增值税同比下降 5.4%，耕地占用税同比增
长 2.2%，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增长 0.5%。受近 1 个月
来部分城市商品房销售额有所回暖影响，上述 4 项与房
地产相关的税收合计当月下降 5.3%，比 1 至 4 月降幅有
所收窄。

财政部数据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锐减。
前 5 月，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675 亿元，下
降 38.3%，同口径下降 34.8%，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10793亿元，同比下降 40.1%。

总体看，前 5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增幅偏低
的态势，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5.7 个百分点。财政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包括：进
口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进口额下降导致进口税收大
幅下降；工业增长放缓；受企业利润增幅回落及去年金
融企业预缴所得税增加较多影响，今年汇算清缴企业所
得税减少；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使出口退税额增加较
多；受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影响，影响地方本级收入增
长；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

对于如何应对当前财政收入形势，白景明认为，要
依法组织财税收入，做好增收节支工作，继续实行结构
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拉
动经济，将带动税收增长。同时，还要继续推进税制改
革。”他说。

财税改革持续推进

5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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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蓄积经济平稳增长的正能量
平 言

从国家统计局 11 日公布的 5 月份
月度各项经济数据看，整体基调稳中有
升，宏观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工
业生产连续小幅反弹，消费市场平稳增
加，楼市明显回暖。同时，投资和消费
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速成
长，为下半年经济增长蓄积了正能量。

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5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1%，比 4 月
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呈小
幅回升态势，表明工业生产增长有所
加快。

分 3 大门类看，5 月份，采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3.9%，制造业增长 6.7%，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2%。在 41 个大类行业中，5 月份，有
39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

其 中 ，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增 长
5.1%，纺织业增长 8.0%，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8.8%，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增长 5.1%，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增长 5.7%，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8.5%，汽车制造业
增长 4.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
长 6.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增长 9.9%。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江源
分析说，5 月份，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小幅
回升，总体特征表现为消费品行业回升
明显，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部分符
合消费升级方向的新兴产品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5 月份，消费品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6.7%，增速比 4 月份加
快 0.9 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
业增速加快 2.8 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
加快 1.3 个百分点，纺织业加快 1.4 个百
分点。

从 高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看 ， 5 月
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增 速 高 于 整 个 工 业 3.2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20.4%，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12.5%，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 14.5%。

此外，5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同
比增长 2.8 倍，工业机器人增长 1.3 倍，
服 务 器 增 长 1 倍 ， 铁 路 机 车 增 长
90.8%，智能电视增长 59.9%，铁路客
车增长 43.9%，光缆增长 34.8%，城市
轨道车辆增长 34.5%，太阳能电池 （光
伏电池） 增长 31.2%，光电子器件增长
25%，水质污染防治设备增长 24.6%，
光纤增长 21%，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增
长 18.1%。

江源也表示，尽管近两个月工业生
产增速连续小幅回升，但工业产品的国
内外市场需求仍然偏弱，工业生产回升
的基础仍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制造业投资结构继续改善

今年前 5 个月，全国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增速持续放缓，但制造业投资
结构继续改善，民间投资比重继续提高。

前 5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 户）171245 亿 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11.4%，增速比 1 至 4 月份回落 0.6 个百
分点，但回落幅度比上月收窄 0.9 个百分
点 。 其 中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7.8%，增速比 1 至 4 月份提高 1.4 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9.6%，增速回落
0.2 个 百 分 点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2.1%，增速回落 1.1个百分点。

在第二产业中，尽管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 9.7%，增速比前 4 个月回落 0.2 个百
分点，但制造业投资增速小幅回升，结构
继续改善。前 5 个月，制造业投资 58357
亿元，同比增长 10%，比 1 至 4 月份小幅
回升 0.1 个百分点，恢复到两位数增长。
在制造业所属的 31 个行业大类中，有 18
个行业投资增速回升；13 个增速回落的
行业回落幅度比上月明显收窄。

“制造业投资增速在小幅回升的同
时，投资结构也在继续改善。”国家统计
局投资司高级统计师王宝滨说。

与此同时，随着简政放权和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活力继续释
放，民间投资比重继续提高。前 5 个月，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12022 亿元，同比增

长 12.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 0.7 个百分
点 ；民 间 投 资 占 全 部 投 资 的 比 重 为
65.4%，比去年同期提高 0.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中，基础
设施投资 （不含电力） 29160 亿元，同
比增长 18.1%。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
增长 16.1%，增速提高 1 个百分点；铁
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24.2%，增速提高 3.3
个百分点。

尽管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
速持续放缓，但 5 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出现小幅回升。全国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51267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
比上月回升 0.3个百分点。

王宝滨表示，资金和新开工项目不
足仍是制约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1 至
5 月份，投资到位资金增长 6%，增速比上
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比同期投资增速低
5.4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国 内 贷 款 下 降
6.3%，降幅比上月扩大 4.2 个百分点，连
续 3个月负增长。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向好

5 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19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1%（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2%）。1 至 5 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7297 亿元，同比
增长 10.4%。

“5 月份，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的态势。”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高

级统计师蔺涛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速比上月略快 0.1 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比上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经季节调整，5 月份环比增长
0.81%，增速比上月加快0.09个百分点。

蔺涛分析说，5 月份，吃穿用类商品
增长较快，行类商品销售继续好转。

数据显示，5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吃、
穿 和 日 用 类 商 品 零 售 合 计 同 比 增 长
12.8%，增速比上月略快 0.1 个百分点。
其中，穿类商品增长 12.5%，增速比上月
加快 1.6 个百分点，粮油食品和日用品类
商品也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同时，汽车和石油类商品销售增速
低位回升。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较大的汽车类商品同比增长 2.1%，增速
比上月有所提高；石油类商品同比下降
5.5%，降幅在收窄。

统计数据还显示，消费升级类商品
销售向好，新兴业态继续快速发展。其
中，5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
品同比增长 39.4%，增速比上月加快 4.5
个百分点；体育与娱乐用品类商品增长
15.9%，加快 1个百分点。

此外，代表新业态发展方向的网上
零售继续快速增长。前 5 个月，全国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8.5%，高
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8.1 个
百分点；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9.5%，
比 1至 4月份提高 0.2个百分点。

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央行 11 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22
万亿元，比上月多 1639 亿元。同时，货币供应量也出
现回升，5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30.74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0.8%，增速比上月末高 0.7个百分点。

5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9008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12200 亿元，分别高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8500 亿元和
11000亿元。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5 月份，央
行使用 PSL 工具定向投放 2628 亿元，以补充基础货币
供给，有利于 M2 的回升。另外，在美元指数盘整以及
欧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国内跨境资金流动
改善的动力不减，也有利于 M2 的改善。招商银行总行
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5 月份，社融和信
贷数据出现改善，总量明显增长，在融资放量的情况
下，M2 增速也出现触底回升，脱离年内低点。作为先
导数据，M2 的触底回升显示较为积极的信号，如果 6
月 M2 增速进一步回升，且居民和企业户中长期贷款能
保持增长，则有利于后续经济数据企稳。

从贷款结构看，5 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3110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2063 亿元，环比多增
495 亿元。居民长期贷款的增加与房地产销售直接相
关，随着房市政策的不断松绑，房地产销售出现持续好
转。5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销售面积 961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5%；销售额 6670 亿元，增长
24.3%。1至 5月商品房销售额 24409亿元，增长 3.1%。

相对而言，企业贷款表现较为疲弱，票据融资占比
较大，中长期贷款占比回落，显示企业投入长期资金的
意愿仍然不高。5 月份，非金融企业贷款增加 5397 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295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548 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2233 亿元。谢亚轩表示，中
长期贷款占比降至 47%，票据融资占比连续第二个月上
升至 41%，银行用票据冲量的迹象明显，显示企业的贷
款需求不足。

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依然难言旺盛，通胀水平依然处
于低位。另外，从 5 月的投资、零售、工业等数据来
看，除地产回暖带来一些有利因素外，其他多项指标仍
然延续了此前的下行势头，显示稳增长措施尚未明显见
效，货币政策仍存进一步放松的可能。光大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徐高认为，疲弱的经济增长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来
托底，而通胀下行压力上升意味着真实利率高企，给货
币放松留出了较大空间。

市场人士预计，下一步，央行将继续综合使用多种
政策工具，兼顾短端和长短利率，为市场提供适度流
动性。

社会融资增量为 1.22万亿元

5月居民中长期贷款显著增加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讯 记者亢舒今
天从商务部获悉：今年前 5 个月，全国
吸收外资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全国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9582 家，合同外资金额
7715.5 亿元人民币 （折合 1257.7 亿美
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309.5 亿元人
民币 （折合 538.3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 9.6% 、 40.8% 和 10.5% 。 现 代 服 务
业、部分高端制造业吸收外资增势良
好。嘉吉、汉莎航空、奔驰等知名跨国

企业继续追加对华投资。
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说，今

年前 5 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呈现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现代服务业领域吸收外
资增幅较高。1 至 5 月，服务业新设外
商 投 资 企 业 6830 家 ，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339.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0.9%和
23.5%， 占 全 国 吸 收 外 资 比 重 分 别 为
71.3%和 63.0%。其中，金融服务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业实际使

用 外 资 增 幅 显 著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75.7%、34.7%和 132.5%。

二是部分高端制造业吸收外资增势
良好。1 至 5 月，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下
降的情况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高端制造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8% 、
4.4%和 2.0%。

三是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

保持稳定。1 至 5 月，前 10 位国家和地
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509.6 亿美元，占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94.7%，同比增
长 10.7%。其中，中国香港、法国、英国
和中国澳门实际投资增长显著；东盟对
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26.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6%；欧盟 28 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
金额 3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2%；“一
带一路”沿线 64 国和地区对华实际投入
外资金额 29.2亿美元，同比增长 11.6%。

四 是 外 资 并 购 交 易 规 模 提 高 。 1
至 5 月，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527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97.9 亿
美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9% 和
333.8%。今年 1 至 5 月，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中并购所占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4.6%上升到 18.2%。

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吸收外资增势良好

前 5 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