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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财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6月份国企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7.1%

重庆：

大力实施大数据智能化成效显现

本版编辑 郭存举 张 可 董庆森

7月23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上半年交通运输主要指标持续恢复，特
别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恢复，已超过去年同
期规模，为稳投资、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表示，二季度
以来，交通运输行业经济持续恢复，主要呈现3个
特点：一是投资恢复快，交通投资基本补齐疫情造
成的缺口，上半年完成投资1.45万亿元，同比增
长6.0%。二是货运量持续正增长，货运量、港口
货物吞吐量稳步回升；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快递业
务量逆势增长，增速分别超过25%和20%。三是
客运量在恢复，上半年规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45.2%，6月份城市内营业性客运量、城市间营业
性客运量分别恢复至去年同期的68.8%、56.3%。

交通投资基本补齐缺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交通投资下降
22.5%。”孙文剑表示，由于各项稳投资措施的逐步
落实，二季度交通投资恢复较快，增速达21.8%。主
要受公路水路投资带动，公路水路贡献率达
85.5%。其中，铁路完成投资3258.6亿元，占全年
80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的40.7%。公路水路完成
投资10839亿元，增长7.8%，完成全年1.8万亿元投
资目标任务的60.2%。民航完成投资401亿元，完
成全年1000亿元目标任务的40.1%。

下半年，交通运输部将继续着力扩大固定资
产有效投资，积极谋划和推进一批交通重大项目
建设，包括川藏铁路、京雄高速北京段、深中通道
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

同时，围绕交通脱贫攻坚等重点任务，聚焦交
通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积极谋划和推进
拉萨至日喀则机场、宜宾新市至攀枝花高速公路
等深度贫困地区的交通重大项目，助力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我们将开展精准帮扶市场主体调研，研究进
一步帮扶的政策意见建议，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
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孙文剑说。

625个重点项目已全面复工

孙文剑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交通运输部统筹

推进交通运输行业复工复产达产。截至目前，监
测的625个重点项目已100%全面复工，并完成
新开工公路水路项目430个，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牵引作用正在有效发挥。

公路项目建设方面，目前，高速公路、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全部复工。除深中通道、京雄高速外，
京沪高速江苏段改扩建工程、京台高速山东段改
扩建工程等重特大项目所有标段均按计划复工，
建设进展和投资完成情况均好于预期，南京长江
五桥和湖北省武穴、棋盘洲、白洋长江公路大桥等
多个重大项目将于年内建成。水路项目建设方
面，加快推进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目前项
目法人组建三方协议已正式签署，下一步将尽快
开展项目法人公司注册及工程项目前期工作。铁
路方面，京张高铁延庆线、京雄城际河北段等项目
已取得标志性进展。民航方面，大兴机场首条货
运航线开通。

货运量连续两个月小幅正增长

孙文剑介绍，二季度以来，随着生产生活秩序
的恢复，公路水路运输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

98.8%，其中客运和货运企业复工率分别达到
98.1%、99.6%。

货运量连续两个月实现小幅正增长。二季度
以来，货运量快速恢复，5月和6月连续正增长，增
速分别为0.4%和3.9%。上半年，完成全社会货
运量198.7亿吨，同比下降7.8%。中欧班列开行
列数、快递业务量逆势增长，增速分别超过25%
和20%。上半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67.5亿
吨，同比增长0.6%。其中二季度增长5.2%，自4
月份以来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

国内客运正在逐步恢复。虽然营业性客运量
总体仍处于低位，但正在走出谷底，恢复情况呈
现“城市内好于城市间、国内好于国际”的特
征。其中，城市内客运方面，上半年36个中心
城市完成公共交通客运量169.5亿人次，同比下
降48.1%。6月份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68.8%，
恢复程度较一季度末提高37.3个百分点。城市
间客运方面，上半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39.6亿
人次，同比下降54.8%。6月份已恢复至去年同
期的56.3%，恢复程度较一季度末提高29.3个百
分点。此外，私家车、单车等个性化出行明显
增加。

上半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5万亿元，同比增长6.0%——

交通运输主要指标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齐 慧

本报重庆7月23日电 记者吴陆牧报
道：记者从重庆市统计局了解到，随着统筹抓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
持续加大，重庆经济企稳回暖、韧性增强、动
能集聚。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11209.83亿元，同比增长0.8%，第一、二、三
产业增加值均实现正增长。

重庆市支柱产业逐步复苏，对于稳住经济

基本盘发挥出巨大作用。上半年，电子、医药、
材料和消费品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6%、
2.1%、1.3%和0.9%；其他支柱产业降幅收窄。

近年来，重庆市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
效正逐步显现。上半年，重庆市高技术制造
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和7.7%，较一季度提高9.5个和11.6个百
分点。

吉林：

多数指标增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吉林省统计

局日前发布吉林省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全
省经济运行稳步回升，多数指标增速好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上半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441.92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4%，比一季度提
高6.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
分点。这是近年来的首次。

农业生产降幅收窄。上半年，吉林省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下降0.9%，比一季度
回升2.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动力强劲。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8%，增速
比前5个月提高9.0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0.9个百分点；消费品市场明显回暖。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3个百分点。此
外，先行指标稳中向好。工业用电量降幅持续
收窄，铁路货运量快速增长。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
道：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23日表示，上半年，
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646亿
元，同比增长19.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9.3
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不含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951.3亿
元，同比增长10%。据介绍，2020年上半年，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
展的主力。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上
半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6795.3
亿元，执行额 4501.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9%和10.9%。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
同额 4038.3 亿元，同比增长 1.8%，执行额
2677.3亿元，同比增长10.4%，成为稳外贸的
重要力量。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执行额2307.8亿元，同比增长
8.6%，占全国的86.2%。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服务外包产业
各重点区域错位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长三
角区域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主要集聚区，上
半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414.6亿元，

同比增长8.5%，占全国的52.8%，其主要领
域软件研发服务外包占比26.9%。

与此同时，新兴数字化服务和研发、维
修等生产性服务快速增长。上半年，我国企
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
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执
行额分别为 1170.3 亿元、471.4 亿元和
103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23.8%
和13.5%。

此外，从重点市场看，美国、中国香港、日
本等市场稳中有升。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
美国、中国香港、欧盟、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离
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分别为554.9亿元、481.4
亿元、436.2 亿元、220 亿元、159.1 亿元和
140.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6%、13%、
3.1%、10.3%、23.1%和29.9%，前6大市场中
除欧盟外增速均超过10%。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商
务部积极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推动服务外包企业实现全面复工复
产，业务发展持续向好，预计全年服务外包将
保持增长势头。

本报北京7月23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
政部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年内首次实
现月度同比增长，其中利润同比增长6%。1月至
6月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经
济运行回升态势进一步巩固。

“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呈现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
势。数据表明，随着复工复产深入推进，国有企业
运行趋稳向好，回升势头明显。”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较去年同期增长7.1%。1月至6月，营业总收入
279537.3亿元，同比下降4.9%，较前5个月降幅
收窄2.8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158965.9亿
元，同比下降6.8%；地方国有企业120571.4 亿
元，同比下降2.4%。

6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较去年同期增
长 6.2%。1 月至 6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
274594.1亿元，同比下降2.7%。其中，中央企业

153008.5 亿元，同比下降4.9%；地方国有企业
121585.6亿元，同比增长0.2%。

6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6%。1月至6月，利润总额11225.3亿元，同比下
降38.8%，较前5个月降幅收窄13.9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企业7820.6亿元，同比下降35.6%；地
方国有企业3404.7亿元，同比下降44.9%。

“国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
取各项有效政策措施，生产经营逐步恢复，企业运
行持续向好。6月份主要指标实现恢复性增长，
企业效益状况明显改善，显示出较强的上冲力。”
白景明说。

6月份，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
长7.5%。1月至6月，税后净利润7546.6亿元，同
比下降4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95.9亿元。其中，中央企业税后净利润5509.1
亿元，同比下降39.4%；地方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
2037.5亿元，同比下降55.1%。

在应缴税费方面，6月份，国有企业应缴税费
较去年同期增长4.7%。1月至6月，国有企业应

缴税费21630.6亿元，同比下降6%。其中，中央
企业15526.4亿元，同比下降6.2%；地方国有企业
6104.2亿元，同比下降5.5%。

“从目前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措施
落实有力，政策受益面广，实施效果良好，对有效
对冲疫情影响、纾解企业困难、支持复工复产和经
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部税政司副司
长陈东浩近日表示。

6月份，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较去年同
期减少0.1个百分点。1月至6月，国有企业成本
费用利润率4.1%，同比减少2.4个百分点。其中，
中央企业5.2%，同比减少2.5个百分点；地方国有
企业2.8%，同比减少2.3个百分点。

此外，6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4.6%，提
高0.3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67.7%，与上年
同期持平；地方国有企业62.5%，同比提高0.5个
百分点。

“下半年，随着经济运行进一步恢复增长，财
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企业运行将继
续回升向好。”白景明说。

商务部：

民企外企成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主力

工信部：

运用互联网支撑疫情常态化防控
本报北京7月 23日讯 记者黄鑫报

道：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0年（第
十九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苗圩表示，过去一年，我国互联网行
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实力提升、融合应
用深化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行业综合
实力明显增强。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全行业大力推进科技战“疫”，助
力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
键作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
速演进，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
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
发展空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造成了巨大
冲击，也给互联网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冰说。

据尚冰介绍，疫情期间，以在线教育、在
线政务、网络购物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应用大
放光彩，用户规模较 2018 年底增长了
110.2%、76.3%、16.4%，为疫情防控、便企利
民提供了新时代互联网方案。

苗圩表示，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力量，支撑
疫情常态化防控。深化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互联网技术在疫情防控、资源调配等方面的
应用，发挥通信大数据资源优势，推进数据融
通共享，支撑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发
展基础。”苗圩透露，将加快5G、工业互联网
发展，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
加快“双千兆”网络建设，提升IPv6网络服务
能力；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创新和融合应用，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不断培育新增长点、新动能。

7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介绍《关于
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时表示，要让高新
区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栖息地，用更好的服务帮助
企业更快成长。

徐南平介绍，《意见》最大的亮点是国家对
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新的定位。

“这次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高新区要成为创新
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这是
给高新区在新时代的新定位，也是高新区未来的
历史性责任，要承担起为国家创新发展探路、高
质量发展探路的重大责任。”徐南平表示，“今后
高新区发展得好不好，就看两个指标：创新驱动
是否能够作示范，一个地区的高新区是不是在创
新驱动发展上做得最好，能够有别人学习的经验
和模式；在高质量发展上，是不是走在前列，这
是判断高新区做得好与不好的一个根本性
指标。”

“高新区在体制机制上的探索是最大的贡献

之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道
路。从经济角度来说，国家高新区从无到有，
2019 年国家高新区的 GDP 占全国 GDP 的
12.3%，税收大概占11.8%，成为国家整体经济
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徐南平说。

徐南平用3个关键词概括国家高新区在国家
发展中的地位：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

高新区是创新高地。从创新投入看，2019年
国家高新区的企业研发支出8259亿元，占全国企
业整体研发投入的一半。从创新产出来说，2019
年国家高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的37.5%，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44.7%，每1万名
从业人员拥有有效发明专利388件，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11.3倍。

高新区也是产业高地。国家高新区集聚了高
新技术企业8.1万家，占全国的35.9%；科技型
中小企业5.1万家，占全国的33.6%。国家高新
区共有国内外上市企业1476家，其中，中小板
308家，创业板428家，科创板53家。科创板
中的高新区上市企业占全国的75.7%。国家高新

区涌现出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高新区还培育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高新区还是人才高地。国家高新区从业人员
约2213万人，其中大专学历占到59%，本科以
上学历占到38%。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研发人
员折合全时当量约为822人/年。这意味着1万
人中有800多名研发人员，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8倍，人才高度集聚。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会否对高新区发展目标的
实现产生影响，徐南平表示，高新区发展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抗风险能力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时高新区逆势增长，这次疫情期间，高新区凭借科
技创新能力，表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今年5月份，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工业总产值2.25万亿元，
同比增长10.4%。这两个主要指标和去年同期相
比，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出口总额3190亿元，同比
增长13.7%，净利润1908亿元，同比增长8.4%。”
徐南平说，从两位数增长的数字可以看出，高新区
抗风险能力非常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让高新区成为科技型企业栖息地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青海：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目标之内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今年上半年，

青海经济运行呈现克难保底、筑底保稳、稳中有
进的态势，地区生产总值扭亏为正，增长1%，民
生领域保障有力。

青海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3.59万人，农
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70万人次，城镇登记失
业率2.2%，控制在目标之内。17个县（区）、
7.7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城乡居民收入达
到10734元，增长4.9%。各类市场主体达47
万户，注册资本1.4万亿元，分别增长11.5%、

13.7%。规模以上企业产销率95.2%，完成上
下游产业对接108.8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5.4%，支出增长2.4%，社保就业
等支出稳步增长。

青海上半年农牧业增长5.2%，规模以上
工业增长1.3%，高于全国平均2.6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额增长15.2%。上半年全社会投
资增长同比提高12.8个百分点，190项重点
项目开复工160项。锂电、合金等新材料产业
加快发展，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