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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相关数据显示——

经济持续恢复 主要指标改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总体来看，7月份国民经济继续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

延，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并存，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

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

农民惜售是主因 粮食安全有保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
个百分点。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
额13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134万
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9万亿元。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引发普遍
关注。不少网友担心，金融业抵御风险的

“堤坝”是否坚实？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

树清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业运行平稳，风险
整体可控，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剧
烈波动，相较而言，我国股市、债市、汇市展
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从数据指标看，虽然二季度末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但二季度末我国商业
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42.4%，资金支付能
力充足；拨备覆盖率182.4%，资本充足率
14.21%，风险抵补能力较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
说：“二季度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182.4%，
远远高于150%的监管红线，这充分表明
我国银行业的抵补能力较强，当前银行业
资产质量总体风险可控。”

今年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情况下，叠加疫情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遇到
较大冲击，作为实体经济血脉，金融业积极
行动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
技创新、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上半年新增制造业贷款创历史新高，
超过之前4年增量之和，贷款总量和结构
都有了很大优化。”郭树清说。数据显示，
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
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
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40.7万亿元，其
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较年初增
长17.7%。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6万亿元，
同比增长为2.7%。

随着贷款投放力度的加大，商业银行资
产质量压力也会随之加大，在内外部环境仍
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
间，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
新伟认为，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还可
能有所上升，不能掉以轻心，应积极采取措
施，“商业银行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存
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另一方面要坚持标准，严
格把关，严控出现新的不良资产。监管部门
要继续采取针对性措施，支持商业银行尤其
是中小银行多渠道、高效率地处置不良资
产。在服务实体经济、让利实体企业的过程
中，各级政府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维
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保护好商业银行合
法权益”。

郭树清表示，要提早谋划，积极应对有可
能出现的风险。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督
促银行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
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变化。二是备足抵御风险

“弹药”。要求银行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
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
力。三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在充分揭
示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
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
贷款。四是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
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减少贷
款损失。

在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方面，还应积
极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董事长沈晓明称，今年上半年，公司
已累计收购金融不良资产本金383.84亿元，
非金融类不良资产135.13亿元。下半年，中
国长城资产计划出资800亿元收购金融及非
金融类不良资产，积极收购不良资产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

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资产质量风险可控
本报记者 彭 江

7月房价稳字当头
调控更加及时精准
本报记者 亢 舒

8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7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总体平稳，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回
落或与上月相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表
示，7月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
段，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
一城一策，及时科学精准调控，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孔鹏介绍，7月份，初步测算，4个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
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3%、0.4%、0.8%和0.6%。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
百分点。其中，北京持平，上海、广州和
深圳分别上涨0.5%、1.6%和1.2%。31个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5%，涨幅与上月
相同。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8%和0.5%，
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略有扩大，
二三线城市涨幅持续回落。

孔鹏介绍，7月份，初步测算，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3.6%和5.7%，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3个和0.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1%，涨幅比上月回
落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
涨2.0%，涨幅与上月相同。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连
续15个月相同或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4.5%和1.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1个和
0.2个百分点，均连续16个月相同或回落。

记者梳理发现，7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上月相比上涨的城
市有59个，持平的有5个，下降的有6个。上
涨较多的城市有：银川上涨2.0%，徐州上涨
1.6%，唐山上涨1.4%，无锡上涨1.3%，锦州、

济宁上涨1.1%，丹东、惠州上涨1.0%。下
降的6个城市分别是太原、牡丹江、安庆、
北海、南充、遵义。

二手住宅方面，7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中与上月相比上涨的城市有45个，持平的
城市有5个，下降的城市有20个。上涨较
多的城市有：广州上涨 1.6%，杭州上涨
1.3%，深圳、银川、无锡上涨1.2%，宁波上
涨1.1%，西宁、秦皇岛上涨1.0%。

2020年初，房地产市场在疫情影响下
明显低迷，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市
场加速复苏，特别是5月份和6月份，无论
是投资还是销售，都出现了活跃局面。尤
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城市出现了过热苗
头，个别城市炒作气氛浓厚，甚至再次出现
了几万人抢购几百套住房的场面。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央有关会议不断
传递出明确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的会
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7月24日召开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指
出，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
城施策、一城一策，从各地实际出发，采取
差异化调控措施，及时科学精准调控，确保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外，央行、财政部等部委也不断强调
“房住不炒”的定位。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疫
情没有也不会改变“房住不炒”的政策基
调。中央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定位，
这表明中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态度是坚决
的，将保持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7月份以来，已经
有深圳、杭州、郑州、东莞、南京、宁波、长
春、海口等10多个城市出台楼市收紧政
策。部分城市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负有
调控主体责任的城市政府及时出台调控措
施为楼市降温，彰显了有关城市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心。

调控措施也更加有针对性。张大伟认
为，近期楼市调控均是有针对性地对购买
多套房“打三假”，包括“假落户”“假离婚”

“假人才”，为现有政策打上“补丁”。

8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
份，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服务业生产加快恢
复，市场销售继续回暖，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持续收
窄，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就业和物价形势总体稳
定，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总体来看，7
月份国民经济继续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
改善。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国际经济
环境严峻复杂；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
并存，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较多。

产业升级态势没有变

7月份，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主要经济指标继续改善，
国民经济继续恢复。付凌晖说，7月份经济运行
呈现出了稳定恢复和持续向好的特征。

从稳定恢复的角度看，一是生产稳中有升。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增速
与上月持平；有六成产品和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汽
车、电子支柱型行业增长明显加快。二是需求逐
渐改善。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商品零售额
由上月同比下降0.2%转为同比增长0.2%，今年
以来首次由负转正。三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7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上月持平。
四是物价涨势温和。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2.7%，比上月略有扩大，但仍低于3%，属于温
和上涨。五是外贸形势好于预期。7月份全国进
出口同比增长6.5%，其中出口增长10.4%；出口
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好于预期。

从向好态势的角度看，一是产业升级态势没
有改变。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8%、13%，明显快于整个
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二是发展新动能持续增
强。前 7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5.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三是市场预期整体
改善。7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1.1%，比上月
提高0.2个百分点。

稳定增长有利条件多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8%（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
增长率），增速与6月份持平。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季度工业
回落幅度比较大，二季度整体上在稳步复苏。从
总量上看，工业生产由下降转为增长；从结构上
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工业中新动
能保持了较快增长。

“总体来看，在整个经济恢复过程中，在一系
列复工复产政策和企业纾困政策的助力下，供给
端的恢复增长是有支撑的。同时，需求也在加快，
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在收窄，商品零
售额增速在7月份实现由负转正；前7个月投资
降幅明显收窄，对于生产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
付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全年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有很多
有利条件。首先，国内本土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
阻断。其次，今年针对疫情冲击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宏观政策力度加大。再次，整个市场需求在增
加。制造业PMI中的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在回
升。企业复工复产取得积极成效，企业活力增强。

价格保持稳定有基础

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整体在回落，但近
两个月CPI同比涨幅有所扩大。7月份CPI同比上
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2个百分点，涨幅连续
两个月扩大。

“7月份CPI涨幅扩大，主要由于食品价格上
涨。”付凌晖分析说，7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3.2%，占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总涨幅的99.3%，是推
动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记者了解到，影响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猪肉价格上涨。7月份猪肉价
格同比上涨85.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个
百分点；二是鲜菜价格同比上涨7.9%，影响居民
消费价格上涨近0.2个百分点。这两项因素是推
动整体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

“食品价格中最主要的还是粮食。从这个角
度看，食品价格稳定有很好的基础。”付凌晖说，我
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粮食库存比较充足。此外，从工业消费品看，目前
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下降，加上服务价格大幅上
涨的基础不存在，全年价格保持基本稳定是有基
础有条件的。

本报北京8月14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数
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1万人，
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96万人。7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6月份持平；其中25岁
至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0%，下降0.2个百分
点；但青年人口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

随着稳就业政策的发挥，农民工的就业形势
整体改善。一季度，由于疫情影响，有大量农民工
滞留在原地。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持续发力，复工复产取得很好成效。二季度末，
外出农民工达到1.775亿人，已经接近上年同期
水平，相当于去年同期的97.3%。从二季度和一

季度的对比看，二季度外出农民工比一季度增长
5500多万人。7月份，城镇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农民
工的调查失业率为5.7%，比4月份的6.4%明显回
落。农民工总量在增加，同时就业水平也在提升。

“随着经济形势的恢复，就业需求实际上是在
扩大的，一些灵活就业也在增加，对稳定就业发挥
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
目前就业压力仍然存在，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比上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同时，今年大
学毕业生达到874万人，创历史新高。随着大学生
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20岁至24岁大专及以上人
员（主要为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有所上升。

农民工就业形势整体向好

立秋过后，夏粮收购进程过半，多元市场主
体积极入市，市场化购销活跃。总体来看，今年
夏粮收购进展相对顺利、价格总体平稳，农户市
场意识普遍增强，售粮期拉长。湖北、安徽、江
苏和河南先后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据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
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那
么，当前夏粮收购进展如何？收购量下降的原因
是什么呢？经济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在河北柏乡县西汪镇东施庄村，种粮大户冯连
辰今年种植750亩优质强筋小麦，亩产1000斤左
右。当地优质强筋小麦价格已经从1.23元上涨至
1.30元至1.32元左右，他认为小麦价格还会上涨,
所以把小麦储存在了柏乡县金谷源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的“粮食银行”中,等到价格合适时再出售。

与往年新粮集中上市时农民扎堆卖粮不同，
今年像冯连辰一样惜售的农民不在少数。河北柏
乡粮库主任尚金锁认为，导致今年粮食收购量同
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普遍惜售。一方
面，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户认
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风险意识增强，储粮意
愿有所增强。据今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
的农户存粮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主产区农户存粮
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收购

条件下，农民市场意识提高，售粮习惯由以前的
集中出售逐步向全年均衡出售转变，售粮期也相
应拉长，特别是今年市场行情较好，农民更不急
于售粮。现在农民把粮食储存起来，根据市场行
情选择卖粮时机，实现种粮收益最大化。

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国家在湖北、安徽、江
苏和河南等小麦主产区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
的同时，大力推进市场化收购。根据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的统计，今年小麦市场化收购占比约
86%，比去年同期高出16个百分点。“主要是面
粉加工企业原料补库需求较旺，饲料企业增加采
购小麦替代部分玉米。从目前情况看，由于今年
小麦市场化购销活跃，托市收购量将少于此前预
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系，有利于构建促农增收
的长效机制。通过为农民提供专业化的清理、干
燥、分类等服务，促进粮食提档升级，大幅度提
高粮食保质能力；通过向农民提供粮食保管等服
务，为农民适时适市适价卖粮创造条件，增强议
价能力，促进种粮农民持续增收。通过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和农户科学储粮设施建设，能够大幅降
低农户储粮损失率。

今年新粮上市后，随着部分省份启动托市收
购，江苏、安徽、湖北和河南南部地区的小麦价
格始终稳定在最低收购价水平。但是河北、山东
和河南北部地区是我国优质小麦产区，收购价格
一直以来都要略高一些。前一段时间，由于农民
阶段性“惜售”，以及华北地区玉米价格维持高
位，小麦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随着国家有关部
门适时适度加强对玉米市场的调控，适当增加库
存小麦投放数量，满足加工企业用粮需求，近期
小麦市场价格趋于稳定。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监测，目前主产区小麦平均收购价格为每斤
1.18元，较去年同期高4分钱；山东、河北等省
份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预计短期内价格将呈小
幅波动态势。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粮食收购和
保供稳价工作。密切跟踪收购市场形势，做好农
户余粮调查，掌握农民售粮意愿情况。及时批复
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指导
各地和有关中央企业切实抓好市场化和政策性

“两个收购”，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
线。强化对收购工作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确
保粮食安全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