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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1日讯（记者刘瑾）
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工作推进

会 21日举行，会议透露，2020年 19家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生产经营保

持良好态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净利润同比增长 14.3%，大幅超过央企

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试

点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

34.3%和 72.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

国资委指导推动 3 批 19 家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提升效益质量、强

化资本运作、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19 家试点企业着力增强资本投资

运营能力，促进国有资本在流动中提升

价值。今年上半年，19家试点企业实施

混改项目数量在全部中央企业中占比近

50%，引入非国有资本金额占比近70%。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会

上表示，各试点企业围绕增强活力、提

升效率的目标，持续推进总部改革，创

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在市场化改革中

的示范引领作用。19 家试点企业平均

职业经理人数、按照契约化管理的人

数、公开招聘人数、员工持股激励人数

等约为央企平均值的2倍。

上半年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利润增七成
实施混改项目数占全部央企近一半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

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

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

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

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

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

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

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

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

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

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

疏 导 力 度 ，抓 细 抓 实 各 项 防 汛 救 灾

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

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

“大灾之后有大疫”。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 细 抓 实 各 项 防 汛 救 灾 措 施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

严重内涝，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

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

灾措施。

当前，全球气候显著变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呈频发重发态势。而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2020 年气象灾害给我国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近十年平均水平要偏多，自然

灾害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造成重

大影响。

应对“天大的事”，要有天大的使命感、责任心。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充分

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把责任落

实到防汛救灾全过程、各层级。各级领导干部要身

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保证受灾群众吃饱穿暖、有地方住。应

强化防御重点，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等防御，以

及对河堤、库坝等巡查加固工作；应组织气象、水利、

自然资源、应急等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做到监测精

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坚决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

一道防线；应根据雨情汛情特点，针对重要部位和薄

弱环节前置救援力量，备足抢险救灾物资，细致做好

滩区、库区、蓄滞洪区等防汛重点部位的安全转移方

案，及时发现灾害征兆，快速组织抢险救援；应严格落

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紧盯重点地区和关键时段，及时

报告汛情险情灾情及各方面工作信息，为救援行动抢

出一条条“生命通道”。

目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抗洪关键期。特大暴

雨之后往往会有连锁反应，各地还须防范强降雨对救

灾各项工作的不利影响，高度重视抢险救援安全，强化

一线指挥，深入做好灾后救援工作。同时，要扎实做好

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

“大灾之后有大疫”，最大程度减轻自然灾害对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的影响。

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抗灾保民生”和“减灾就是

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

自然灾害。在此次河南暴雨中，人们守望相助，将很多

被困人员拉回安全区域；国家级抗洪抢险应急专业部队紧急出动，星夜驰援，

截至 7月 21日 14时，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 2.37万人次战斗在抗洪抢险一

线……他们用责任与担当践行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庄严使命。牢

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嘱托，让每一个岗位都坚强有力，让每一名群众都

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就能共同筑起防汛抗灾的坚实堤坝。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256.9 万辆和 1289.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4.2%和25.6%。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

士华表示：“上半年国内车市存在诸多不利

因素，但销量依旧突破了千万辆，可以说守

住了大盘。”基于上半年良好表现，中汽协

再度调高全年销量预期。

新能源车成“稳盘侠”

中汽协数据显示，6 月份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94.3 万辆和 201.5 万辆，环比分别

下降 4.8%和 5.3%，同比分别下降 16.5%和

12.4%。

这并不是今年国内车市的首次下滑。

自今年 5 月份开始，国内汽车产销量便出

现了环同比双下滑局面。

“6 月份国内车市呈现回落态势，与乘

用车芯片供应不足及商用车排放标准切换

有关。”陈士华表示。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认为，5月份，世界经济复苏加快，全球购车

需求尤其是欧美车市需求回暖，进一步扩

大了芯片供给缺口，导致中国部分车企生

产减产损失超出预期。

尽管 5月份、6月份汽车产销量连续下

滑，但上半年国内车市总体表现良好，汽车

产销分别增长24.2%和25.6%。

崔东树表示，上半年高增长首先是由于

去年同期全国汽车市场下滑的低基数效

应。不过，今年6月份环比增速比历年平均

月度数据明显偏低，表明前几个月的低基数

增量已基本消除。其次，新能源汽车贡献度

不断加大。6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25.6万辆，同比增长 139.3%，创下单月销量

新高。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5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均增长2倍。

中汽协方面认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累计销量已与 2019年全年水平持平，其中

纯电动汽车超过 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也由今年年初的 5.4%提高至上半年

的 9.4%，其中 6月份渗透率已超过 12%，说

明新兴动能逐步扩大。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恢复

好于预期。”陈士华认为，一方面，消费者对

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和需求度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油耗和新能源双积分”的目标

倒逼车企向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截至 6 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达 603万辆，约占全球的一半。专家表示，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售总量中的占比

攀高，整个市场格局也将出现一些新变化。

自主品牌渐显强势

尽管 6月份乘用车市场出现了一定程

度下滑，国产品牌乘用车销量却逆势增

长。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更是推升了自

主品牌的业绩。

6月份，国产品牌乘用车总销量为69.1

万辆，同比增长 16.5%，比亚迪、广汽埃安、

长安、红旗、奇瑞等品牌销量同比均大幅增

长。在头部自主品牌的强势带动下，国内

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正快速提

升，6月末市场份额达44%。

数据显示，2006 年以来国产品牌乘用

车市占率普遍在 40%上下浮动，且近年逐

年走低，2020 年市占率仅为 38.4%，为有记

录以来最低值。自今年开始，自主品牌乘

用车市场占有率快速走高，6 月份市场占

有率水平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相 比 而 言 ，合 资 品 牌 显 得 较 为“ 落

寞”。一汽大众 6 月份批发销量为 12.1 万

辆，同比下滑 32%；上汽大众 6 月份批发销

量为 6.5 万辆，同比下滑 54.6%。在头部合

资车企中，除了广汽丰田取得同比正增长，

多家车企6月份产销都出现下滑。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产品牌乘用车销

量达 419.8 万辆，同比增长 46.8%，市场占

有率为 42%，高于去年同期的 36.3%。与此

同时，日系、德系、美系、韩系等品牌汽车市

场占有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自主品牌头部企业产业链韧性强、有

效克服芯片短缺压力，且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获得明显增量。”崔东树表示。

五菱宏光 MINI EV上半年销量高达

15.8 万辆，摘下了新能源汽车单一车型的

销冠；蔚来 6 月份共交付智能电动汽车

8083辆，首超 8000辆，创历史新高，同比增

长 116.1%，环比增长 20.4%。值得注意的

是，比亚迪在 6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

了 4万辆，创下历史新高，超越特斯拉成为

当月的车企销量冠军。

作为市场少有的插混+纯电多元化发

展路线的车企，随着

DM-i 超级混动和刀

片电池技术的全面落

地，比亚迪在新能源

领域表现优异。其混

动 车 型 秦 PLUS

DM-i 单车型 6 月份

销量 9269 辆；纯电车

型汉 EV 作为首款搭

载刀片电池的旗舰新

车型，6月份销量高达8386辆。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众多自主品牌向高

端化发起冲击，有效抵挡了合资品牌的下

探战略。同时，自主品牌车企不仅斩获了

国内大量订单，而且也越来越得到国际市

场用户的认可。上半年，中国汽车企业出

口量为82.8万辆，增长1.1倍。

上调全年销量预期

基于上半年优异的销量数据，中汽协

再度上调全年车市销量预期。

在陈士华看来，如果今年 6 月份至 12

月份，每个月均出现 10.4%的下滑情况，车

市可能无法达到年初的增长预期。但从目

前情况看，四季度芯片短缺问题将得到明

显缓解，加之市场需求量未变，因此协会相

应调高了销售预期。

中汽协预计，今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

达 2700万辆左右。其中，乘用车累计销量

为 2210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9.5%；商用车

累计销量为490万辆左右，同比下降4.5%。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认为，新能

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达到 240 万辆，同比

增长 76%。显然，新能源汽车的增幅有望

远超燃油车，且市场渗透率将逐渐提高。

在看好国内车市的同时，陈士华也提

醒，全球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国内不同行业间的发展也

存在差异，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巩固，特

别是芯片供应短缺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等问题都将影响汽车行业。因此，仍然需

要审慎乐观地看待汽车行业发展。

步入陕西省咸阳市装备制造产业

园的法士特智能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整

洁的生产线一派繁忙，却难觅人影。摇

臂机器人、悬臂机器人等智能设备高效

运转，无人搬运车沿着二维码路径快捷

运送物料……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液力缓速器研发、生产和销售基地。

存量谋升级，增量求高新。在咸

阳，类似的新型优质产业项目还有不

少：彩虹光电科技公司 8.6 代液晶面板

生产线项目成功扩产；冠捷科技集团液

晶显示器出货量连续 19 年位居全球第

一；正泰智能电气西北产业园年产值突

破60亿元……

发展新动能助力“十四五”良好开

局。一季度，咸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8.5%，增速居陕西省第一。前 5 月，咸

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0.4%，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 58.5%，均居陕西省第一；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25.2%，居陕西省第二。

对于咸阳而言，这份成绩单尤为

不易。受内外部因素叠加影响和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咸阳经济总量

比 2016 年还低近 200 亿元。今年，咸

阳明确提出“增量提质、高点开局”。

咸阳市委书记杨长亚介绍，增量就是

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用加快发展解决

发展中的问题；提质就是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向高质量聚焦发力，锻造核

心竞争力；高点就是围绕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实现经济增

长中高速，有效供给中高端，做到起步

优、首战好。

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增长的“牛鼻子”。咸阳市坚持重大项目月

开工、季观摩。咸阳市重大项目办主任杨源杰表示，以前多为季开工

和年观摩，如今横向比较的周期大幅缩短，而且结合建设规模、成长

性、科技创新等情况进行综合排名，“各县市区和园区的闯劲正在被

激发”。

咸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忠平告诉记者，如今在咸阳，抓新项

目、抓大项目已成共识。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咸阳还借助国家政策

谋划项目，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精准吸引项目，根据龙头企业扩展项

目，具有新、高、大、实特点的项目纷纷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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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消

防救援人员在进行

排涝作业。7 月 20

日，受强降雨影响，

河南郑州遭遇洪涝

灾害。作为郑州重

要 的 市 内 交 通 通

道，暴雨过后的桐

柏路下穿陇海路隧

道严重积水。江苏

消防救援总队徐州

支 队 奉 命 连 夜 赶

到，并迅速安装设

备抽水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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