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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零售增势强劲
新闻回放：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 月份至 7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36617 亿元，同比

增长 33.7％，比 1 月份至 6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

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7820 亿元，增长

28.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3.8％，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个百分点。

点评：近年来，网上零售与线下零售已经成为

带动整个零售行业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与此同

时，零售商的触角还伸向了整个产业链。从长远

看，零售行业的创新发展战略绝不是线上与线下

的单纯融合与扩张，而是从提供零售产品转变为

提供零售基础设施，既服务终端消费者，也服务上

游合作伙伴，进而带动全行业发展与销售收入

增长。

低热值煤炭受追捧
新闻回放：近期，梳理秦皇岛动力煤现货价格

可以发现，最新发布的 4500 大卡热值煤炭价格为

503 元/吨 ，较 6 月 初 上 涨 了 72 元/吨 ，增 长 近

17％。相比之下，同等时间段内 5500 大卡的高热

值煤炭价格涨幅较小，仅增长 7.6％。这说明在煤

炭主产地市场上，低热值煤炭销售依然紧俏。

点评：由于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下游电厂

成本大幅抬高，致使煤电矛盾加剧，电厂配煤需求

增加，从而拉动低热值煤种需求量上涨。从 9 月份

起，煤炭市场将进入传统消费淡季，下游电厂采购

积极性减弱，电煤日耗将逐渐降低，偏紧的供需结

构会得到有效缓解，但短期内低热值煤种价格仍

有上涨空间。

上半年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达97.6％
新闻回放：8 月 17 日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合格率已连续 5 年稳定在 96％以上，今年上半

年合格率达到 97.6％。

点评：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期盼和要求越来越高，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已成

为农业主管部门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从长远

来看，只有继续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发展，同时充

分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快检测和追溯体系建

设，加强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和生产过程管控，才

能从根本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上半年纺织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6%——

出口企稳回升 发展预期良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红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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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消费进一步改善服装消费进一步改善——

日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分析了
今年上半年纺织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及全
年行业形势。今年以来，在综合成本较
高、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内外环境下，
纺织行业仍坚持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培
育行业发展新动能。数据显示，上半年
纺织行业多个经济指标亮眼，回稳迹象
明显。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
表示，1 月份至 6 月份，纺织行业利润
同比增长 11.6%，大大好于预期。

回稳向好迹象显现

“宏观经济向好，随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和‘三品’战略实施，上半
年纺织行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质效领
跑的特征。”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孙淮滨说。

上半年，纺织行业主要生产指标呈
平稳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月
份至 6 月份规模以上企业化纤、纱、布
和 服 装 产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4.8% 、
5.1%、4.5%和 1.9%，保持平稳小幅增
长。1 月份至 6 月份，纺织行业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5.3%，较 2016 年工业增
加值增速提高 0.4 个百分点，回稳向好
迹象显现。

投资规模继续保持稳步增长。上半
年纺织行业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完成额为 6130.1 亿元，同比增长
9.1%，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2 个百分
点，自 2017年以来呈逐步回升态势。

“从区域来看，呈现整体持续推
进。1 月份至 6 月份，东、中、西部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同比增长
7.9%、11%和 9.8%，除中部地区投资
增速较上年同期扩大 8.8 个百分点、回
升至 2 位数增长水平外，东部和西部地
区投资额增速分别较去年同期放缓 1.2
个和 21.6 个百分点。”中纺联产业经济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华珊说，随着基数扩
大，新疆 1 月份至 6 月份实现投资额同
比增长 49.3%，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回
落 ， 但 对 西 部 投 资 增 量 贡 献 度 已 达
150%。

运行质量稳中趋好，主营业务收入
及利润总额增长较快，成为全行业主要
运行指标的“领跑者”。1 月份至 6 月
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36609.2亿元，同比增长 9.6%，增速
较上年同期提高 5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
总额 1880.3亿元，同比增长 11.6%，增
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5.3 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纺织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5.1%，与
上年同期持平。

行业出口由负转正

出口企稳回升、实现由负转正，是
上半年纺织行业运行一大亮点。中国海

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累计出口纺织
品 服 装 1240.5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2%，自 3 月份起结束了长达 22 个月
的持续负增长态势。其中，纺织纱线、
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 531.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1%；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
为 709.3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总体来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日益加快，中国纺织服装出口
企业的集中度大幅提高，行业出口回稳
向好的协调性得到提升。”孙淮滨说。

具体来说，从出口的主要企业类型
看 ， 民 营 企 业 出 口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3.3%，占比达 67%，较上年同期扩大
1.8 个百分点，内生动力更趋强劲。从
市场结构看，美、日、欧传统市场竞争
激烈。1 月份至 5 月份，我国在美国、
日本、欧盟三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所
占份额分别同比下降 0.9 个、1 个和 0.5
个百分点。同期，越南在美、日、欧市
场份额分别同比提高 0.8 个、1 个和 0.2
个百分点，孟加拉在欧洲市场份额同比
提升 0.4 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在日、欧
市场份额均有提升。

“发达国家纺织业加速回流、供给
能力持续提升，东南亚新兴国家加速纺
织产业布局、比较成本优势显著，对我
国纺织行业保持稳定出口提出了更高要
求。”孙淮滨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和地区，以及非洲新兴市场亮点闪现。
上半年，纺织行业累计对“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出口纺织品服装总额 429.1 亿
美元，占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
34.6% ， 较 上 年 同 期 提 高 0.9 个 百 分
点。其中，对越南纺织品服装出口额
57.9 亿美元，占比达 13.5%，是我国对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
第一大市场；对俄罗斯纺织品服装出口
额 37.9 亿美元，占比为 8.8%，仅次于
越南。1 月份至 6 月份，我国对非洲纺
织品服装出口规模达 94.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4.1%，占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总额的 7.4%，与对日本纺织品服装出
口额已大致相当。

孙淮滨表示，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美、
日、欧三大纺织品市场占比持续下降，但
在新兴市场表现不俗，我国在世界纺织品
服装出口中的主体地位依然稳固。

持续巩固向好基础

1 月份至 6 月份，全国限额以上服
装 鞋 帽 针 纺 织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7.3%，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
网上零售增速有所加快，全国网上穿着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0.8%，较上年
同期加快 3.9 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加快
5.2 个百分点，实现了自 2016 年以来的
最高增速。

“上半年宏观经济表现良好，需求
回暖带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支撑了
纺织品服装消费进一步改善。”孙淮
滨说。

上半年，纺织行业延续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
扎实基础。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仍在
继续，我国经济再平衡进程稳步推进，
消费、进出口、服务业稳定扩张及民间
投资企稳回升，均将带动居民消费信心
持续改善、内外市场需求温和增长。

纺织行业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

基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引领下，紧密围绕纺织行业

“十三五”规划重点任务和建设纺织强
国的战略目标，把握并引领居民消费升
级的重要特征，贯彻落实“三品”战
略，加快推进品牌建设，不断巩固稳中
向好的基础。

“力争在棉价大体平稳的情况下，
全年纺织行业工业增加值保持小幅回
升，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额平稳增
长，出口继续呈现企稳向好态势，实现
全年发展预期目标。”孙淮滨说。

纺织业落伍了吗？没有。在连续

助力“天宫一号”“天宫二号”飞天

后，由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陈南梁

团队参与研制的玻璃纤维经编网格织

物作为太阳帆板的关键材料，又一次

成功应用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

射中，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货运

飞船“天舟一号”的太空之旅编织了

提供能源动力的“玻璃翅膀”。

纺织业过时了吗？也没有。很多

人不知道，在国家“上天入海”的高

尖端科技事业中，在交通轨道、环境

保护等重大基础工程中，在人造血

管、医卫用品中，纺织新材料都正在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一

些看似普通的床上用品，因为新型纤

维的使用，加载了绿色环保、保健理

疗、帮助睡眠的功能；因为纤维性能

的改变，一些内衣和服装具备了自动

发热、排汗抑菌的功能；我们日常用

到的湿巾、面膜、抹布、购物袋等，

使用体验也已经大有不同。

纺织工业“十三五”规划明确了

我国纺织工业的定位和属性，新定位

是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创新驱动的

科技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为

了实现转变，纺织行业正加快调整、

升级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产能结

构、产业结构，通过技术传导、智能

增效、文化赋能、责任内化等途径，

实现行业创新协同和价值再造。科

技、绿色、时尚越来越成为纺织行业

的新符号、新特征，古老又传统的纺

织工业正焕发新的活力。

老 行 业 焕 发 新 活 力

□言又新

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 15日，全国鸡蛋平均批发
价为 3.98 元/斤；8 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平均零售价为
4.06 元/斤。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鸡蛋批发商
李爱英目睹了近期鸡蛋价格的大幅上涨。8 月 4 日批发
价还是 3.52 元/斤，8 月 11 日已涨到 4.15 元/斤，一周之
内大幅上涨了 17.90%，比一个月前的 7 月 11 日 2.78 元/
斤更是飙升了 49.28%。

“7 月底以来，鸡蛋价格一改往日下降走势，逐渐开
始上涨，重回 4 元时代。虽然近期累计涨幅很大，但仍处
于长时间低于成本价后的恢复性上涨。”农业部禽蛋市场
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张超说。

鸡蛋价格短期大幅上涨，阶段性供应减少是原因之
一。“以往南和县大大小小的养鸡场存栏蛋鸡 60 多万只，
现在估计只剩 20 万只。”河北省南和县蛋鸡养殖大户魏
峰说。以前，魏峰每天从本县收购 500 箱鸡蛋发运给外
地客户，现在 3天都难收齐 500箱。

今年上半年以来，蛋价持续低迷，导致产能加快下
降，产蛋鸡存栏量下降明显。7 月份全国产蛋鸡存栏量
12.25 亿 只 ，较 6 月 份 减 少 0.4%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7.1%。此外，高温天气抑制蛋鸡产蛋，鸡蛋整体供给有
所减少。

鸡蛋价格上升行情会否持续下去？张超认为，短期
内供需面依旧宽松，蛋价将震荡上涨，但涨幅有限。

从鸡蛋供给看，进入 8 月份，蛋鸡养殖阶段性盈利，
加之产蛋鸡多集中在 500 天以下，蛋鸡淘汰将会显著减
少；春季补栏蛋雏鸡以及部分青年鸡转栏进入产蛋期，可
有效增加产能。综合来看，8 月份产蛋鸡存栏会比较充
足；9 月份后，产蛋鸡存栏会有所下降。整体来看，下半
年鸡蛋供需宽松局面并未实质性改变。

从鸡蛋价格看，8 月份鸡蛋供给充足，随着学校陆续
开学和中秋节临近，蛋价将处于震荡上涨态势。进入 9
月份，因鸡蛋产量略减，大中专院校开学带动团体消费增
加，以及中秋月饼加工需求增加，蛋价将会出现明显的季
节性上涨行情。中秋、国庆双节结束后，蛋价或在出现一
定回调后趋于稳定。受整体供需面宽松的影响，蛋价上
涨幅度仍然有限。

鸡蛋价格飙升，养鸡场是否可以大幅补栏呢？“近期
鸡蛋价格大幅上涨最主要的推手是鸡蛋期货。许多商户
按‘鸡蛋价格指数网’的报价制定价格，易出现人为操
控。有的批发市场已经撤销了，但网站上仍有该市场的
报价，可见有失真成分。鸡蛋价格短期大幅上涨难以持
续。养鸡场不要急于扩充产能，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北
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

张超也建议养殖户理性看待本次蛋价上涨，补栏要
视自身实际情况，切忌过度补栏造成产能过剩，导致新一
轮价格下跌。

7月底以来重回 4元时代——

鸡蛋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贾建勇报道：8 月上旬，
记者在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看到了神奇的一幕：一车车铁
矿尾矿通过精细分选、加工等一系列工序后，变成了结实美
观的微晶石系列产品。“我们每年利用尾矿 37 万吨，利用率
达 70%。生产微晶玻璃、玻化砖、泡沫玻璃、免烧砖、空心
砌块等一系列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大中城市，还出口欧美等
国。企业全面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 9.5 亿元，年均利润
总额 1.7 亿元。”河北承德新通源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

新通源公司发展新兴产业，变废为宝，正是承德综合利
用尾矿资源打造“新型建材及住宅产业化示范基地”的一个
样本。承德市有 871 座尾矿库，累计存积量 25 亿吨。2015
年 8 月份，承德率先在全省全部关闭了 186 家黏土砖生产
企业，确定了平泉天罡、承德德厦、承德新通源等 10 个龙头
企业，重点打造“十大绿色产业”。

2016 年，全市尾矿综合利用实现产值近 160 亿元，年
消纳尾矿 5500 万吨。2016 年 9 月份，承德被工信部确定
为全国 12 个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之一。截至目前，
承德累计实施尾矿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110 个，涵盖墙体材
料、保温材料、路面材料、装饰材料等十大系列 50 多种产
品，形成了研发、制造、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承德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承德力争到 2020年全
市新排尾矿综合利用率达 100%，存量尾矿利用率达 40%，
实现尾矿利用相关工业产值千亿元，利润百亿元。

河北承德打造绿色建材基地

尾矿变身绿色建材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7 年 7 月 5～13 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
状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7 年 7 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17.6%的断

面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
中Ⅲ类占 17.6%、Ⅳ类占 41.2%、Ⅴ类占 29.4%、劣于Ⅴ类占
11.8%。未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指标主要有溶解氧、五日生化
需氧量、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苏沪边界 6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 1 个
断面水质为Ⅲ类；浏河太和大桥、急水港周庄大桥和千灯浦千灯
浦桥 3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吴淞江石浦大桥和盐铁塘新星镇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苏浙边界 14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南横塘长
村桥、北横塘栋梁桥和頔塘苏浙交界处 3 个断面水质为Ⅲ类；芦
墟塘陶庄枢纽、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长三港升罗桥、大德塘思
源大桥、新塍塘圣塘桥、新塍塘洛东大桥和澜溪塘太师桥 7 个断
面水质为Ⅳ类；上塔庙港乌桥 1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江南运河北
虹大桥、麻溪太平桥和双林港/弯里塘/史家浜双林桥 3个断面水
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丁栅港丁栅枢
纽 1 个断面水质为Ⅲ类；坟头港大舜枢纽、面杖港/嘉善塘东海
桥、六里塘六里塘大桥和俞汇塘俞汇北大桥 4 个断面水质为Ⅳ
类；红旗塘/大蒸塘横港大桥、枫泾塘/秀州塘枫南大桥、蒲泽塘/
清凉港清凉大桥、黄姑塘金丝娘桥、惠高泾新风路桥、上海塘/胥
浦塘青阳汇和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 7 个断面水质为Ⅴ
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为Ⅲ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
桥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

（二）太湖水质
2017 年 7 月太湖全湖平均总磷指标为Ⅳ类，其余指标均达

到或优于Ⅲ类，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按照最差指标进行评价，太湖全湖水质
为Ⅳ类。水质分九个湖区按代表面积评价：当月太湖水域 27.0%
为Ⅲ类、56.0%为Ⅳ类、17.0%为Ⅴ类；76.0%水域为轻度富营养，
24.0%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
为：高锰酸盐指数 4.27㎎/L、氨氮 0.11㎎/L；太湖营养状态评价
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66㎎/L、总氮 0.95㎎/L、叶绿
素 a47.9㎎/㎥。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太湖水质好一个类别，主要
水质指标氨氮浓度有所上升，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和叶绿
素浓度有所下降；轻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增加，中度富营养面积有
所减少。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2017 年 7 月东南诸河省界水体 10 个监测断面中，9 个断面

水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标准，1个断面水质为Ⅴ类。
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Ⅱ类。浙闽边界 9 个河流

和水库监测断面中，S52 寿泰溪大桥、庆元政和交界处和南溪水
库入库口 3 个断面水质为 I 类；柘泰大桥寿泰溪、柘泰大桥东溪
交汇口下游、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马蹄岙水库坝头和新窑
5 个断面水质为Ⅱ类，甘歧水库 1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甘歧水库
断面水质为Ⅴ类，总氮超标。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53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5 个

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12.2%。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有 1 个水
质达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有 3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
缓冲区，有 1 个水质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未达标。省
界湖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
冲区和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9 个，其中照澜溪福鼎闽浙缓冲区
水质不达标，其余水质均达标，达标率为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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