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反映经济
运行中有哪些亮点？7%的经济增速
是否被“高估”了？下半年我国经济运
行态势如何？如何防范好经济运行中
的风险？7 月 15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司长、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接受了媒体
的采访。

二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7%，
与一季度持平。“这一经济增速在不
少机构的预料之外，但实际上也位于
许多机构预测的中位数附近。”盛来
运说。

受益于各项稳增长政策效应的不
断显现，我国经济增长亮点频闪。

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 GDP 增速
已经连续2个季度运行在7%，企稳态
势比较明显；CPI 多个月在 1.2%—

1.5%的区间波动，表现基本平稳；上
半年城镇新增就业 718 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的 71.8%，调查失业率也在
5.1%附近。这些指标表明国民经济仍
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

“三驾马车”动力企稳

从实体经济看，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连续 3 个月回升。从需求角
度看，固定资产投资 5、6 月份当月增
速连续两个月回升，1-6 月份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速度为 11.4%，虽然降至
逾 14 年来新低，但与 1-5 月份持平，
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得
到了初步遏制。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5 月份实际增
长10.2%，6月份实际增长10.6%，分别
比上个月提高 0.3 个和 0.4 个百分点。
上半年出口增速只有 1%左右，但 6 月
份出口同比增长2.1%，实现由负转正。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从结构调整角度看，我国第三产
业占GDP比重为49.5%，比去年同期
提高 2.1 个百分点，表明由工业主导
向服务业主导转化的趋势还在延续；
从需求结构看，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0%，比去年同期提
高了 5.7 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结构变
化符合调控方向，结构在继续优化。

此外，农业形势继续保持稳定发
展的态势。夏粮再获丰收，增产3.3%，
粮食丰收对经济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单位GDP能耗降幅扩大

从投入类角度看，上半年经济运
行中，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5.9%，
下降的幅度有所扩大。

居民收入跑赢GDP

在改善民生方面，城乡居民收入
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居民收入同比
实际增长 7.6%，快于同期 GDP 增速，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居民消
费也保持稳定增长。

民营经济活力增强

我国改革红利继续释放，民营经济的
活力有效增强。上半年，非公经济的工业
增加值增长速度为8.1%，比规模以上工
业平均增速高了1.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
增长11.4%，占全部投资比重为65.1%。

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

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在快速成
长。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仍然保持两
位数的增长。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较
高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增长速度
将近 40%。新产品不断涌现，像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铁路机车增长速度
有的在翻倍，有的是在 50%以上。

上半年GDP增长7.0%，主要指标逐月回升——

国 民 经 济“ 期 中 成 绩 ”超 预 期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王轶辰

7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7960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6%；支出 77288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1.8%。

从上半年情况来看，财政收入增速逐步企稳、回升，财政支出
较好发挥了稳增长、惠民生作用。

收入增速逐月回升

财政部统计显示，1-6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960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6%，同口径增长 4.7%。

“伴随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以及财
税体制改革的推进，今年以来财政收入逐月回升。”财政部财科所
副所长白景明说。

在 6 月份财政收入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454 亿元，增长
17.9%，同口径增长 17.7%。“增幅较高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机构集中
上缴利润增加较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地方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8881 亿元，增长 11.2%，同口径增长 8.3%，增幅比前几个
月明显回升。

数据显示，6月份，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影响，契税、土地
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合计当
月增长3.7%，增幅比上月回升9个百分点，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

积极财政加力增效

据财政部统计，1-6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288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同口径增长 10.6%，完成预算的 45.1%，
与去年同期进度基本持平。

“虽然时间过半，预算执行没有过半，但这个预算执行速度还是
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在3月份才批下来，集中执行预算的时间
实际上才差不多3个月。”白景明说。

“从支出结构可以看出，积极财政政策对稳增长、惠民生加力
增效。比如，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惠民生支出保持比较高的增
速，节能环保、交通运输包含了很多投资性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
作用显著。”白景明说。

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6%——

财政收入增速企稳
支出效果逐步显现

本报记者 曾金华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从主要指标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呈现缓中趋稳、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有批评的声音认为，我国 GDP
增长速度可能被高估。

盛来运说：“这样的误解主要还
是对我国统计制度和统计体系的认识
和理解不到位所致，中国并没有夸大
GDP增速。”

盛来运介绍，目前 GDP 的核算
主要有支出法和生产法两种。西方
很多国家核算 GDP 的时候采用的是
支出法。这种方法把 GDP 分成最终

消 费 支 出 、 固 定 资 本 形 成 、 净 出
口，分别用不同价格指数来对这三
部分进行扣减，其中进出口基本上
采用进口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来
进行扣减。所以，这些价格指数对
平减指数和核算方法的影响很容易
被观察到。

而中国的 GDP 核算采用生产法
来计算。这种方法把 GDP 从产业的
角度分成一产、二产、三产的增加值，

其中二产又可以分为工业和建筑业的
增加值，三产可以分为金融、交通和其
他服务业等的增加值，分别算它们的
增加值然后进行加总。在物价扣除的
时候，从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的角度
分别用不同的指数扣除。

“我们不能按支出法的价格扣除
逻辑来套用、判断生产法的价格扣除
逻辑。”盛来运说，外界认为中国低
估平减指数是因为对进口商品的价格

没有扣到位，实际上，我国用生产法
核算的时候已经分别通过用来反映中
间投入和最终产出的工业出厂价格、
购进价格，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
一系列价格指数进行相关的扣除。

也有不少人担心，今年一季度，
我国对去年的季度环比 GDP 作了修
订，这些修订调整可能影响GDP增长
率的统计结果。

盛来运介绍说，中国对 GDP 的
核算数据进行修正，符合国际惯例。

“这种核实不可避免地会对初期数
据带来一些影响，这很正常。有些
国家修正的次数更多。这样一种变
动不会对整体的格局、总体的趋势
带来实质性影响。”盛来运说。

从最新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结
构深度调整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
键期已经到来，如何合理应对换挡
提速期间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至
关重要。

务工劳动力增长乏速

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农
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3002 元，
同比增长 9.8%。尽管收入不断提高，
但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增
速仅为 0.1%，跟以往动辄两位数的增
长速度相比，创造了一个低点。此外，
近年来农民工高龄化趋势也非常明
显，值得高度关注。

盛来运表示，多年来，中国的工业
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城镇化现在每
年平均提高将近 1 个百分点，促进更

多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
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市，首先转移的
肯定是年轻的劳动力，再就是中年劳
动力，最后转移的是年纪大一些的农
民劳动力。这肯定会对农民工群体年
龄的提升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农民工高龄化问题也
跟人口结构代际转换有关。盛来运解
释说，目前，有四分之一以上农民工生
于1962年至1972年间，正好处于生育
高峰期。1965 年出生的农民工现在
已经 50 岁，这部分人会加快步入高龄
农民工群体。70年代后这部分人出生
率开始下降，所以年轻劳动力递进的
速度没有退出的速度快，造成农民工
高龄化的趋势。

“农民工高龄化问题值得密切关
注。”盛来运坦言，农民工总量的变化
以及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的供
求和劳动力成本。这也提示我们，除

了加快对农民工本身的培训，提高农
民工的素质以外，更重要一点要实现
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型。

债务高企仍是隐患

债务高企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中的一大隐患。近年来，相关部
门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来加大债
务清理以及对地方的债务平台的管
控，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国总的债务规模仍在安全线
以内，是安全可控的。”盛来运分析说，
从地方债务清理的数据来看，目前包
括中央债务在内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60%的安全线以内。中国政
府赤字率比较低，今年的人大通过的
赤字规模是 1.6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2.3%，远低于3%的安全线。

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
增长，而且资产的收益率也比较高，
另外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的管理体
制很多不一样，中国政府手上有大
量的优质资产，可以用来做抵押和
信用担保。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债
务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在可控
范围之内。

资本市场须维持稳健

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对促
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对于近日出现的股市波动，业界担心
有可能影响到下半年甚至现在中国的
经济状况。

“前 一 段 时 间 股 市 出 现 波 动 以
后，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
的政策措施，来维护股票市场的稳
定和发展。这些措施正在发生积极
作用，股票市场已经出现连续反弹
的好势头。”盛来运强调，实践充分
证明，中国政府有能力、有信心防
止 不 发 生 区 域 性 风 险 和 系 统 性 风
险，促进股票市场以及国民经济的
稳定发展。

盛来运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
济延续上半年缓中向好走势的可能性
比较大；下半年经济增长好于上半年
可能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中高速发展仍具潜力

盛来运分析说，从基本面的情况
看，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
长的动力和潜力。当前，中国的工业
化和城镇化仍处于加快发展的过程
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信息化，正跟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融
合，创造出新的动力。同时，我国正处
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发展型
和享受型消费方兴未艾；中西部地区
差距较大，后发优势比较明显。

增长稳定性在提高

从经济运行轨迹角度来看，中国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提高，经济增速
在向这个阶段的潜在生产率收敛。盛
来运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这个周期的

调整时间已经持续了将近 5 年，而且
从近 3 年的季度变化情况来看，波动
空间越来越窄，稳定性在增强。

投资效应逐步释放

从投资角度来说，上半年投资计划
的项目，二季度还没有进入操作阶段，从
项目审批到转化为实际的投资和生产
力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固定资产投
资中的新开工项目、房地产中的新开工
面积，这些相关指标从二季度的情况来

看，都在逐月向好。
房地产在二季度出现明显的回暖

态势，房地产投资、市场销售、新开工
面积近几个月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暖，
将对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拉动作用。

发展预期指标看好

“从先行指标来看，预期也比较稳
定。”盛来运介绍说，反映制造业情况
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连续 4 个月在
临界值以上，6月份高达50.2%。

“我 们 现 在 进 一 步 加 大 了 改 革
的力度，改革创新相关的红利还会
得以继续释放，民营经济、非公经济
的 活 力 在 进 一 步 增 强 。”盛 来 运 表
示，综合以上情况，总体判断是下半
年经济增长应该延续上半年企稳向
好的走势。

亮点频闪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企稳向好 下半年走势有望延续

提质增效 潜在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并没有夸大经济增速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