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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外贸调结构、转

方式的不断推进，以规模论英

雄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主动

谋变与被动转型的双重需求撬

动着传统的外贸格局。受大环

境转变的影响，以贸易水平、

效益、发展、结构和潜力为特

征的贸易指标，正成为各地衡

量外贸竞争力的新标准。事实

表明城市经贸活动已迈入全新

的改革时间，鱼跃还是停滞，

赶超还是被赶超，成为城市未

来发展的重要关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成
绩单显示，2016 年上半年，GDP 增速为
6.7%。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886
元，同比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6.5%。单纯从数值上看，今年
以来，居民收入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跑

“输”GDP。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

萍萍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
示，总体来看，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和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而且从最近几年
看，居民收入平均增速快于 GDP 平均增
速，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人均 GDP 增
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从过去四年看，居民收入平均增速
仍快于 GDP 平均增速。”王萍萍说，随
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各项政策的落
实，居民收入一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而且快于 GDP 增速。2013 年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实 际 增 长 8.1% ， GDP 增 长
7.7%；2014 年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8.0%，

GDP 增长 7.3%；2015年居民人均收入增
长 7.4%，GDP 增长 6.9%。若将 2013 年
至 2016 年平均的上半年居民人均收入增
速 7.5%与同期平均的上半年 GDP 增速平
均 7.0%相比，人均收入增速仍快于 GDP
增速 0.5 个百分点。所以，从更长时间
看，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仍是快于 GDP 增
速的。

王萍萍表示，今年上半年，尽管居
民人均收入增速略慢于 GDP 增速，但仍
快于人均 GDP 增速。近几年来，随着计
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自然增长保持
一定增长，体现在 GDP 上，人均 GDP 增
速就比 GDP 增速要慢一些。扣除约 0.5%
的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今年上半年人均

GDP 增速约为 6.2%。因此，从人均水平
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的增
速要高于人均 GDP增速。

王萍萍分析说，今年上半年农村居
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
速 ，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6957
元，同比名义增长 8.0%，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6050元，同比名义增长 8.9%，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

另据了解，随着服务业超过第二产
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地位逐步提高，居
民来自服务业的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比
重不断提高。上半年来自房地产、教
育、卫生、公共管理等行业的人均工资

性收入增速均在 15%左右。来自多数服
务行业工资性收入的较快增长，有效冲
抵了来自制造、批发零售、建筑、住宿
餐饮、采矿等行业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
甚至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全国居
民工资性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6846 元，增
长 8.5%。

此外，家庭经营服务业净收入也保
持较快增长。2016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
均第三产业家庭经营净收入 1187 元，增
长 9.4%。近三年来，全国居民人均第三
产业家庭经营净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
2014 年上半年增长 13.1%，2015 年上半
年增长 9.1%。

“应当看到，虽然上半年全国居民收
入保持较快增长，与 GDP 增速基本同
步，但持续较快增长仍存在一定困难。”
王萍萍说，当前，钢铁、煤炭等行业去
产能影响相关从业人员工资收入，部分
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使部分地区农业增
收困难，城乡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速有所
放缓等，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随着经
济的企稳回升、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居民收入将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人民
生活水平将会不断得到提高。

国家统计局回应上半年居民收入跑“输”GDP——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本报记者 林火灿

7 月 15 日，《2015 中国城市外贸竞
争力报告》 发布，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
关 注 。 其 中 ，《2015 中 国 外 贸 百 强 城
市》 更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这份由
海关总署统计司进出口监测预警小组联
合大数据机构大连瀚闻资讯共同完成的
报告，从贸易水平、结构、效益、发展
及潜力五大维度入手，对我国地市级以
上城市 （不包括港、澳、台独立关税区
的城市） 的外贸状况进行了全面监测和
分析。

“报告反映了各城市外贸的优劣势
所在，比如其中的结构性指标，能反映
出生产要素究竟如何转移，转移到了哪
些地方，又是如何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这对于我国优化城市产业布局、构筑新
优势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信 息 中 心 预 测 部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祝 宝
良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主任袁卫表示，报告细致分析了外贸变
化的深层次原因，引导地方政府找准城
市外贸的发展定位，以点带面，有利于
推进区域乃至整体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形成。

双重需求撬动外贸格局

2015 年，是全球货物贸易发生深刻
变化的一年。WTO 数据显示，2015 年
全球货物贸易出现了 2009年以来的首次
收缩，而我国外贸进出口也出现了同步

“双降”。在这一大背景下，主动谋变与
被动转型的双重需求正撬动着传统的外
贸格局。

“当前我国外贸与经济同时步入新常
态，城市发展也进入量质并举的新阶
段，区域发展空间正面临重构。”报告总
负责人、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分析处处
长张炳政表示，各城市经贸活动已迈入

全新的改革时间，鱼跃还是停滞，赶超
还是被赶超，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
关口。

市场环境深刻变化，时刻考验并牵
动着城市外贸的神经。受此影响，2015
年入围我国外贸竞争力百强城市的整体
水平降低，平均进出口规模在连续 5 年
增长后转而下滑。

从区域表现看，东南沿海城市聚集
着我国传统外贸重镇，实力稳定而突
出，外贸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
上榜城市更替犹如走马灯。而位列前十
强的深圳、苏州、上海、东莞、厦门、
珠海、北京、大连、广州、天津等城
市，在 2015 年城市外贸综合竞争力方面
更胜一筹，成为培育外贸新优势的标杆
城市。

“今年报告中，前 20 强城市中出现
了郑州、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的身影，这
些城市在外贸领域逐步赶上是在 2003年
后，沿海城市外贸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而形成的结果，是中国外贸结构性变
化的体现。”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
主任宋泓表示，这种结构性变化，反映
出我国外贸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为
各地提高政策措施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提供了决策参考。

转方式共识不断凝聚

刚发布的上半年外贸数据显示，外
贸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名列第一，超过
外资和国有企业；与此同时，加工贸易
业务持续萎缩，而一般贸易出口比重继
续增加。数字的增减变化，正是近年来
我国外贸大力推进调结构、转方式的
结果。

近年来，国家为稳定外贸增长陆续
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各地在促进外贸
转型升级上也不遗余力，提质增效正在

成为城市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共识。
以加工贸易闻名的外贸重镇东莞，

面对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外贸形势，实
施品牌与创新双轮驱动，用好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吸引
先进技术和高端企业落户，2015 年该市
外贸出口增长 7.8%，进口仅下降 1.2%，

“净出口”马力得到充分释放，对当地地
区生产总值贡献率高达 131.5%。

从城市外贸竞争力排名看，以规模
论英雄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以贸易水
平、效益、发展、结构和潜力为特征的
贸易指标正成为各地衡量外贸竞争力的
新标准。

报告分析指出，出口商品技术含量
持续提升、本土企业活力显著增强、加
工增值水平全面提高，特殊经济区升级
和自贸区设立明显加快，大宗商品价格
探底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等，对综合竞
争力的解释与拉动作用全面提升，单纯
追求外贸数量型增长的模式对整体竞争
力提升的作用趋于弱化。

与此同时，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结合自身发展特
点和优势，尽快补足短板，实现外贸竞
争力的再提升，不仅考验着外贸城市的
发 展 智 慧 ， 也 是 一 项 不 可 回 避 的 新
命题。

“中国的一些出口产品，各自境况差
异很大，有些资源类产品价格已腰斩，
而衬衫、玩具等产品竞争力下降并不算
大，这说明在给定汇率、税务等经济要
素之后，出口产品因行业标准、要求不
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也有天壤之别。”
在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看
来，在宏观经济政策相同的情况下，把
各地区情况加以梳理，可以简单直观地
看到各地的差异所在，从而更容易形成
一种良性循环，这也正是城市外贸竞争
力指数的意义所在。

新旧动力转换成效初显

随着发展空间格局的转化，区域内
产业转移效果正逐步显现。东南沿海地
区在延续强势格局的过程中，正积极寻
求动力的转换。尽管东南沿海地区外贸
增速有所放缓，进出口规模小幅缩窄，
外 贸 依 存 度 整 体 下 滑 ， 高 基 数 上 实
现快速增长的难度日益增大，但其相对
竞争优势依然存在。不仅如此，沿海地
区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还结合自
身实际，努力培育、打造竞争新优势。

比如，浙江金华依托义乌小商品市
场贸易新业态发展，2015 年市场采购出
口 增 长 11.8 倍 ， 占 该 市 出 口 总 值 的
59.5%；舟山拥有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
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2015 年宁波—舟
山港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助推其综合
竞争力排名由 2014 年的第 25 位攀升至
2015年的第 13位。

内陆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后劲充足，
政策引导和要素优势双重驱动作用显
著。内陆各类资源向省会以上的中心城
市汇集，外贸基础不断增强，郑州、重
庆和合肥等新面孔挤入前端阵营。

东北经济遭遇去产能而持续低迷，
外贸拉动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其中，在
港口优势和外资青睐的双重驱动下，大
连的外贸竞争力稳居全国前列。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贸中有一些
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最为典型的如钢
铁行业等，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
力，扩大贸易出口与中国去产能是相辅
相成的，通过国际市场解决中国某些行
业的产能过剩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对
此，祝宝良表示，当前我国还处在一个
调整结构期，虽然政府鼓励企业发展高
新技术，向技术密集型转型，但该发挥
的传统优势应该继续发挥。

我国外贸与经济步入新常态，城市发展进入量质并举新阶段——

城市外贸发展不以规模论英雄
本报记者 顾 阳

◎ 从最近几年看，居民收入平均增速快于GDP平均增速，居民人

均收入增速快于人均GDP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 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居民收入将会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不断得到提高

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保
部今日发布的 2016 年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
质量状况显示，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总体
呈改善趋势，重点区域大气颗粒物浓度持续下降；全
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绍，338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中，78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同比提
高 6.5 个百分点；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6.7%，同比
提高 4.0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为 2.9%，同比下
降 0.5个百分点。

据介绍，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57.4%，同比升高 11.0 个百分点；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2.9%，同比升高 3.8
个百分点；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4.7%，同比升高 4.1个百分点。

罗毅说，2016 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监
测网 1940 个断面中，除 33 个断面因断流未进行监测
外，其余断面均开展监测，其中，Ⅰ类水质断面 54 个，
占 2.8% ；Ⅱ 类 679 个 ，占 35.6% ；Ⅲ 类 579 个 ，占
30.4%；Ⅳ类 296 个，占 15.5%；Ⅴ类 98 个，占 5.1%；劣
Ⅴ类 201 个，占 10.5%。与 2015 年全年水质相比，水
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68.8%，上升 2.8 个百分
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上升 0.8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
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氨氮。

十 大 流 域 中 ，Ⅰ 类 水 质 断 面 占 2.6% ，Ⅱ 类 占
39.2%，Ⅲ类占 30.4%，Ⅳ类占 12.1%，Ⅴ类占 4.4%，劣
Ⅴ类占 11.3%。与 2015 年全年水质相比，水质优良断
面比例上升 3.2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上升 1.4 个
百分点。十大流域中，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
河水质为优，长江、珠江流域水质良好，黄河、松花江、
淮河流域为轻度污染，辽河流域为中度污染，海河流域
为重度污染。

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本报北京 7月 17日讯 记者熊丽报道：由中国人
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
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今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代表课
题组发布了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指出，
2016 年 6 月，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宏观经济出
现了初步企稳迹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
GDP 同比增速企稳，结束了连续 3 个季度的下行态
势。第二，名义 GDP 增速回升步伐加快。第三，消
费增长保持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10.3%，增速与一季度持平。第四，出口降幅收
窄。上半年出口下降 2.1%，比一季度收窄 3.6 个百分
点。第五，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2 个
百分点。第六，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表明经济运行有所
向好。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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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宏观经济存在企稳迹象，但仍然面临
较大的下行压力。尤其从 6 月份数据来看，下行压力
有进一步加剧的势头。”陈彦斌分析指出，一是从总
需求的视角来看，需求增长较为疲软，尤其是投资增
速下滑态势持续加重，民间投资与全国固定投资增速
的“喇叭口”不断扩大。二是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工
业仍处于深度的结构调整之中，尤其是制造业的运行
情况依然欠佳。三是从总价格水平的视角来看，CPI
同比涨幅回落且环比为负，PPI 同比仍为负且环比由
正转负，表明经济回稳势头尚未稳固。四是从先行指
标来看，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将有所减弱，下行压力
将有所增强。

报告建议，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应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组合，并
将提升民间投资作为“稳增长”的关键点，同时加快
增长动力转换，以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报告认为

宏观经济出现初步企稳迹象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记者高亢） 记
者 17 日从中国电信集团获悉，中国电信将推出全流
量计费服务，即语音、短信可折算为流量计费，方便
消费者对通信资费的理解和认知，属行业首创。

据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终端的不
断普及，APP应用越来越丰富，用户消费特征呈现以
流量为主、语音为辅的特点。此次推出的全流量计费
套餐，以“天翼 4G＋云卡”为例，将不设置月套餐
费，卡内仅以流量计费，购买的流量 3 个月不清零，
打电话和发短信均可按一定标准折算为流量计算资费。

据了解，全流量计费模式将使套餐更加简化，消
费者仅需了解总流量额度即可，无需区分语音、短
信、流量各种套餐数据。同时，全流量计费套餐不会
出现目前很多用户套餐内流量不够用、语音和短信却
用不完的情况。

此外，全流量计费套餐的流量均为全国流量，相
应折算的语音通话也是全国通话，不涉及长途漫游收
费。今年，中国电信开始逐步取消长途漫游资费，随
着技术、商业模式的成熟，全流量计费模式将成为中
国电信重要计费方式，旨在让消费者有更多获得感。

中国电信将推出全流量计费服务
语音、短信可折算为流量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