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数据显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虽然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下，我国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专家分析认为，全年经济运行将基本平稳，我国仍应适度扩大总需求，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

的发展动能——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7.5%，占 GDP
的比重是 5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 59.7%，而且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比
上年同期提高了 1.8个百分点。

“服务业这几年确实发展比较快，而
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去年服
务业占 GDP 的比重第一次突破 50%，达
到 50.5%。服务业是支撑经济稳定增长
的主动力，确实是厥功甚伟。”盛来运说。

盛来运分析说，从国际经验来看，
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对生产性服务业
的需求不断提升，一般在工业化的中后
期阶段都会出现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情
况。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居民消费结构
升级的关键时期，大家对生活性服务业

的需求也是急剧高涨。这两点共同推进
了服务业发展速度的加快和比重的提高。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 GDP 占比
普遍在 7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80%。
我国进入这个转型阶段以后，服务业保
持较快增长，是符合新常态发展规律
的。”盛来运说，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在
调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服务业是
一个重要的抓手。

有人质疑，我国服务业的数据是否
准确，数据中是否有水分？盛来运回应
说，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跟相关指标的监
测结果是匹配的。从几大指标看，上半
年，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增长 9.2%，比全
社会的平均用电量提高了 6.5 个百分点，
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加快了 1.1 个百分

点。从投资情况看，上半年第三产业投
资增长 11.7%，占全部投资比重 57.7%，
而且三产投资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4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以前投资工业项目比较
多，但是这两年投资服务业也比较多。”
盛来运说，今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
投资中服务业投资增长 8%左右，比整个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高将近3个百分点，而
且外商投资的比重中有70%左右是投向服
务业领域。

从税收来看，上半年三产税收增长
速度是 10.9%，比全部税收高 4 个百分
点 左 右 。 三 产 所 占 整 个 税 收 比 重 是
58.2%，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
左右。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力调

查数据，规模以上大企业的就业人员下
降，但是规模以上三产的就业人数增加。

盛来运表示，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加
大了改革创新力度，建立了规模以上服务
业的联网联报制度，建立了小型服务企业
的抽样调查制度，共享行政记录的数据，
这些做法都有利于对服务业进行科学
核算。

“这两年现代服务业的增长确实比
一般服务业还要快，因为现代服务业中
囊括的九大行业都是符合产业升级的方
向 。” 盛 来 运 说 ， 尽 管 社 会 上 有 些 质
疑，如果他真的了解统计的制度和核算
基础的话，这些疑虑都会打消。这些质疑
也对统计部门加大数据公开透明的力度提
出了新的要求。

经 济 稳 中 有 进 提 振 改 革 信 心
本报记者 林火灿

今年二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7%，增速与一季度持平。

“从上半年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指
标运行平稳，符合预期，也符合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的发展规律。”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盛来运说，当前，宏观经济呈
现出“稳、进、新、好、难”的特点。

“稳”是指经济运行平稳。首先，一
季度和二季度 GDP 增长率都是 6.7%，
呈现出阶段性企稳的态势。其次，就业
稳。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 717 万人，完
成全年计划目标的 71.7%，总体上比较
稳定。第三，物价稳。上半年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2.1%，与一季度持平；扣
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影响后，最近几个季
度核心 CPI 涨幅基本上在 1.5%至 1.6%小
幅波动。

“进”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
型升级在稳步推进，力度加大。从产业
结构来看，三产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上
半年三产占 GDP 比重达到 54.1%，比去
年同期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
业增长速度达到 10.2%，占比 12.1%，
比去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从需求
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是 73.4%，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3.2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是 37%；服

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
率是-10.4%。内需仍是支撑中国经济
稳定增长的决定因素，消费的贡献在
提升。

“新”主要是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新动力在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日均
新登记企业 1.4 万户，比去年 1.2 万户又
有所提升。从新产业看，高新技术产业
继续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二季度增长
了 11.8%，比一季度加快了 1.8 个百分
点。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也继续保持较
快 增 速 。 上 半 年 网 上 零 售 额 增 长
28.2%，网络约车、在线教育、医疗等
各种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新产品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
“好”主要是表现在经济运行的质量

有所改善，好的因素在累积。上半年单
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5.2%，这意味着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有所好转。PPI 降
幅连续 6 个月收窄，有利于市场环境的
改善，也有利于企业利润的提升。

“中国经济运行中也稳中有忧、稳中
有难。”盛来运说，从国际环境看，世界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而且经济运行中的
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从国内看，中国经
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
段，调整的阵痛还在持续，实体经济运
行还是比较困难。

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258360 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 9.0%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11.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1.7 个百
分点。

其中，民间投资 158797 亿元，增
长 2.8%，增速比 1 月至 5 月份回落 1.1
个 百 分 点 ； 占 全 部 投 资 的 比 重 为
61.5%。民间投资增速的持续回落，也
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大的背景看，民间投资增速回
落，与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系。”
盛来运说，民间投资中，50%左右是制
造业投资，而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
阶段以后，传统行业由于产能过剩比较

严重，需要进行市场出清，因此市场环
境偏紧，加之工业品的价格持续走低，
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这是民间投资增速
回落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盛来运说，近期，国务院九个督查
组对全国各地调查也发现，确实有一些
地方存在着对民间投资进入准入门槛过
高、改革不到位的情况，还存在不少

“玻璃门”“弹簧门”，民间投资虽然愿
意进入，但是这些门槛限制了民间投资
的发挥。此外，民间融资主体很多都是
小企业，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民间投资
增速。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速的

适当回落，既是结构调整的反映，也
有利于传统产业的调整。”盛来运说，
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尤其是
民间投资增速在回落，但是投资结构
在优化。

从产业结构看，二产的投资增速有
所回落，但三产的投资增速还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上半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7%，占比继续提高。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增长速度加快，而且保持较高的增
长 速 度 ， 上 半 年 高 技 术 投 资 增 长
13.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投资增长是 22.5%。另外，国家
补短板领域的投资也保持较快增长，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长速度达

到 26.7%。
盛来运表示，近期，一些先行指标

表现较好，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开工项目
计划总投资上半年增长 25.1%，保持了
较高的增长速度；市场环境有所改善，
尤其是 PPI 降幅持续收窄，有利于刺激
或者吸引民间投资。国务院也出台 《关
于进一步加强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
知》，针对民间投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影响因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措
施和具体政策。

“只要加强政策的落实，再加上市
场环境的变化，相信民间投资是有条件
继续保持或者趋向一种企稳的态势。”
盛来运说。

经 济 稳 中 有 好 亦 有 难

民 间 投 资 有 条 件 企 稳

服 务 业 发 展 厥 功 甚 伟

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 7 月 15 日出
炉，多个国家的主要媒体第一时间就中
国经济数据刊发报道。外媒普遍认为，
6.7%的增速表明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
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取得成效。中国依
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路透社表示，中国上半年 GDP 增
长好于预期，反映出自去年年中开始的
一系列稳增长措施逐渐发挥作用，这有
利于经济进入短周期反弹，同时也说明
政府拥有应对下行压力的手段。分析认
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微观层
面结构调整已经开始，去产能去库存取
得了一定成果。

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也引发了各方关
注。《金融时报》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正快速从建筑和重工
业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变。今年上半年消费
的贡献率从去年的 4.2%提升至 4.9%。路
透 社 认 为 ，二 季 度 第 三 产 业 同 比 增 长
7.5%，连续八个季度高于第二产业增速；
上半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上
升，占 GDP 总量进一步提升至 54%。这都
显示结构调整措施不断取得成果。

此外，各方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平稳增
长的信心进一步提升。《金融时报》 说，
当前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
忧大幅下降。文章援引投资人士观点说，
二季度中国经济数据证明，此前认为中国
经济将会停滞并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外
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路透社分析认
为，中国经济人口基数庞大，在上半年外

部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居民消费总额增
长维持了 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这为下
半年经济增长带来了底气。

《华 尔 街 日 报》 撰 文 指 出 ， 中 国
2016 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较上年同期增长 6.7%，与第一季度持
平，稍强于市场预期。同时，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1.8%，远高于第一季度
1.1%的环比增速。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称，中国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7%，好于部分经济学家预期的 6.6%，
中国政府和中国央行出台一系列措施对
提振需求起到了助推作用。报道援引摩
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的评
论，“总体来说数据是令人欣慰的。中国
正在稳步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报道还
称，与先前更加重视制造业相比，中国

经济正逐步向更加依赖消费过渡，但转
型尚未完成。

美联社以“坚实中国数据推动亚洲
股市飙升，盈利乐观”为题报道称，中
国 7 月 15 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稳步
增长之后，亚洲股市走高；一夜之间华
尔街股市也追随看涨，强劲的收益报告
推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普均创出
新高。

据新加坡 《海峡时报》 报道，新加
坡当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普遍较
为乐观。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
认为，总体上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令
人鼓舞。新加坡星展银行经济与外汇研
究部董事总经理柯大任认为，亚洲贡献
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而这些贡
献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中国在全球贸
易与工业中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国际舆论关注我国经济数据——

中国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蒋华栋 高伟东 崔玮祎 刘 威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部市
场运行司负责人今日表示，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实现稳
步增长。数据显示，1月至 6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 1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比前 5 个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6 月当月增长 10.6%，较上月明显加快 0.6
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最高单月增速。

据介绍，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五方面显著特点：
一是网络零售及部分实体业态保持较快增长。1 月

至 6 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6.6%，累计
增速连续两个月加快；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进
一步提升至 11.6%，较去年全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实体
业态中，购物中心、便利店、超市销售增速相对较快，商务
部重点监测企业中，这三种业态增速分别达到 7.5%、
7.3%和 6.8%。

二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增速领先。乡村消费增长继
续快于城镇，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2.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0%，高于城镇增速 0.8 个百分点，保持自
2013年以来快于城镇的态势。

三是汽车市场销售出现明显回升。受消费升级换代
和 1.6 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半等政策影响，1 月至 6
月，限额以上单位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 7.7%，增速较上
年同期加快 2.4 个百分点；6 月当月增长 9.5%，占限额以
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25.4%，较上年同期提升 0.8 个
百分点。

四是服务消费市场不断扩大。1月至 6月，全国餐饮
收入同比增长 11.2%，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增长 6.6%，较
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文化娱乐消费继续保持景
气状态。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累计达到 246 亿元，
同比上涨 21%。

五是生活必需品价格小幅回落。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国家各项改革政策进一步落实，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预计下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总体呈现
稳中向好的态势。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表示

消费市场实现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