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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6日讯（记者姚进）国

家外汇管理局今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平

衡表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格局。其中，经

常账户顺差 1222 亿美元，与国内生产

总值（GDP）之比为1.5%，继续处于合理

区间；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

具体来看，一是货物贸易顺差同比

增长。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

易顺差 2306亿美元，同比增长 35%。二

是服务贸易逆差同比收窄。上半年，服

务 贸 易 逆 差 438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43%。旅行、知识产权使用费和运输是

主要的逆差项目。三是直接投资延续

较高顺差。上半年，直接投资净流入

1237亿美元，主要是来华直接投资净流

入 1796 亿美元，其中一二季度分别净

流入 976 亿美元和 820 亿美元，均保持

在较高水平，表明境外投资者对我国经

济充满信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559 亿美元，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

稳有序。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表示，当前，我国内外部经济

均衡发展基础更加牢固，为我国经常账

户的平稳运行和基本平衡打下坚实基

础，有利于国际收支延续基本平衡格局。

上半年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1796亿美元

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十足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稳中向好。上半年，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如何？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如何？

这些都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对

此，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量增价减”惠实体

上半年，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力度究竟如何？

首先，要看“量”。上半年，金融体系

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战略成果，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金融总量适度增长。

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看，上

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76万亿元，同比

多 增 6677 亿 元 。 广 义 货 币 (M2) 余 额

231.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社会融

资规模余额 301.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

济增速基本匹配。

其次，再看“价”。上半年，企业贷款

合同平均利率为 4.41%，同比下降 0.2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金融系统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和企业融资便利性提升，

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介绍。

今年以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

机制进一步健全，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

系持续完善，优化存款利率监管，释放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改革潜力，推动实际

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去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强化

存款市场管理，整治和规范部分存款创

新产品，主要措施包括规范结构性存款

并压降规模、叫停靠档计息存款产品、限

制地方法人银行吸收异地存款等。一系

列措施均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

本，进而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7

月15日，全面降准落地，释放出1万亿元

长期资金，将为金融机构每年减少资金

成本约 130 亿元，经过传导可促进社会

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月份，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宣布优化存款利率自律

上限确定方式，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

方式改为“存款基准利率+一定基点”。

对此，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

院长连平表示，推进存款利率定价自律

上限调整，能够使不同档次的存款利率

有一定幅度下降，从而为贷款利率降低

创造一定空间，这对金融机构加大对科

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

支持都有好处。

上半年，金融系统减费让利继续发

力。在去年向实体经济让利 1.5 万亿元

基础上，金融系统近期再度送上减费让

利“礼包”——银行账户服务、人民币结

算、电子银行、银行卡刷卡、支付账户服

务等 12项降费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减

少手续费支出约240亿元，将惠及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超过160亿元。

发力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金融支持力度大了，总量多了，增量

资金流向了哪里？

从央行发布的数据看，制造业和小

微企业仍然是金融支持的重头，资金“活

水”正被引流至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

先来看制造业。6 月末，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1.6%，增速比

上年同期高 16.9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

增速超40%。 （下转第三版）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有多大

□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日前，湖北黄石宏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窑炉

车间内，技术人员正对照图纸在设备上读取数

据。距离宏和电子不到 300 米的台光电子材料

（黄石）有限公司，8 条生产线全负荷生产。两家

合作伙伴前后脚落户黄石市，拉长了黄石印制电

路板（PCB）产业链。

PCB 是所有电子元件的载体，大到 5G 基站，

小到手机，都需要不同层级的电路板。自 10年前

黄石“无中生有”引进沪士电子以来，上达电子、

欣兴电子、定颖电子等企业相继落户，黄石一跃

成为全国第三大PCB生产基地。

“五分之一的客户在黄石本地，工厂对面投

资 50亿元的广合科技公司投产后，这个比例还会

进一步增长。”台光电子材料（黄石）有限公司副经

理赵可可说，客户就在几百米内，开台叉车就送过

去了，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

黄石因矿建市、因工兴市，目前已形成九大主

导产业，但产业之间配套、互动相对薄弱。加快推

动黄石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实现质量、

能力、链条、生态、规模“五个再造”。“实现工业再

造，核心在‘链’。一个个企业犹如散落的珍珠，串

珠成链，价值才能不断增长。”黄石市委书记郄英才

告诉记者。

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省黄石市

完成工业总产值 1099.9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7.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8%，两年平均增长30.1%。

据了解，黄石精选出 PCB、铜精深加工、高端

装备等 12条有一定基础的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链

推行“链长制”，并由市主要领导担任“链长”，统筹

产业链发展思路、目标和具体措施，推动高新产业

补链、强链、延链，加速构建完整产业链条。当前，

黄石的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千亿营收、万人用工、5 年 20 倍”的爆发式

增长。

为进一步建链、补链、强链、延链，黄石出台优化营商环境“黄石 41

条”，组织开展“十大转型行动”，深化“六多合一”“一网一门一次一号”改

革，推行100个高频事项“就近办”，构建15分钟政务服务圈。

8月6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上

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

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3%，高于

全国工业和制造业 6.4 个和 5.2 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速 9.8%。我国机械工业主要

经济指标同比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

斌介绍说，得益于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与

宏观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上半年机械工

业市场需求逐步恢复、运行环境不断改

善，外贸出口情况好于预期，行业生产保

持平稳的趋势愈发明朗。

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 5个国民经济行

业大类，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

车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和仪器仪表

制 造 业 上 半 年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3%、20.1%、21.8%、29.4%和 19.2%，两年

平均增速均超过8%。

“进出口贸易大大超出预期。”陈斌表

示，2017 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年度进出

口贸易总额保持在 7000亿美元以上，而今

年上半年，仅半年时间，我国机械工业累

计已实现进出口总额 4917.2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6%。其中出口总额 3116.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0.3%，进口总额 1800.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2%，实现贸易顺差 1316 亿

美元，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时，他也表

示，鉴于海外市场的复杂性，并不好预计

未来增长情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

也表示，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的增长同

样在一倍以上，虽然其中包括特斯拉出

口的数据，但也可以反映出我国自主品

牌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竞争力

明显增强。

机械工业效益指标增速仍处高位。

上半年，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2.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85%；实现利

润总额 8013.2 亿元，同比增长 41.99%；两

项指标增速均处于较高水平。分行业来

看，机械工业 14个分行业运行走势全面向

好，利润总额均实现超过 10%的增长，其中

其他民用机械行业增速超过 90%、机床工

具行业增速超过 85%，位居前两位，电工电

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和汽车行业利润增

速也超过40%。

“机械工业分行业众多，有着‘东方不

亮西方亮’的特点。”陈斌表示，机械工业

效益指标保持较高增速，除了基数低的因

素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去年上半年原

材料价格仍处于低位，企业有提前备货的

习惯，所以今年初成本上升的压力没有

显现；二是国家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纾

难解困的政策，为企业增收提供了条件。

受创新驱动影响，机械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支撑行业发展。上半年，机械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行业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 9.49万亿元，同比增长 32.07%，

增速比机械工业平均水平高 1.22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总额 5968.41 亿元，同比增

长 45.07%，增速比机械工业平均水平高

3.08个百分点。

对此，陈斌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产品销售价格高一些，因此效益会好于

整体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是主要趋

势，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已经有

很好积累。此外，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对机械企业效益的影响开始显现，海外

疫情持续演变加剧了外贸形势的复杂

性，加上对比基数的抬高对今年下半年

的指标增长形成压力，机械工业全年平

稳运行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

陈斌认为，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

总体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下半年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较上半年明显趋缓，但

机械工业全行业有信心完成年度目标。

预计今年全年，中国机械工业增加值、营

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增速可达 6%左右，

外贸进出口有望实现新突破。

增加值同比增长22.3%，两年平均9.8%——

机 械 工 业“ 半 年 报 ”成 绩 亮 眼
本报记者 刘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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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由中国铁建铁

四院设计的新建福（州）厦

（门）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成

功合龙，这标志着福厦高铁

全线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打

通，中国高铁即将迈入跨海

时代。

泉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

桥梁领域的里程碑工程。大

桥全长 20.29 公里，有 9 公里

跨越泉州湾中部海域，为我国

首座行车时速超过 300 公里

的跨海大跨斜拉桥，建成后将

成为世界第四长跨海大桥。

张延涵摄（中经视觉）

首座跨海高铁
桥梁成功合龙

楼市调控持续加码。仅8月5日一天，就有杭

州、北京、成都三城推出房地产调控新规。

杭州进一步抬高了购房门槛。新举措明确，

取得杭州户口未满 5年，需缴纳两年社保，可在限

购区域购买一套住房；“非户籍+4年社保”的要求

让非杭州户籍购房者买房难度加大。杭州调控新

规抬高购房门槛目的在于打击短期投资客。此

外，杭州还规定新房摇号中签率低的房源，按照社

保缴纳月数依次排序，此举旨在避免过多购房者

扎堆抢购。

与此同时，成都将赠与住房计入受赠人家庭

住房总套数审核购房资格。也就是说，通过赠与

方式规避限购的漏洞被彻底堵住了。

而北京的规定更具针对性，直接将调控重点

放在打击通过“假离婚”获取购房资格上。新规明

确，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

符合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 3

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购买商品住房。近年来，在

一些热点城市，由于限购政策不断收紧，一些人为

了获取购房资格，可谓绞尽脑汁。为避开限购，获

得再购房的资格，以及享受购买首套住房的低首

付款和低贷款利率，一些家庭甚至选择离婚再购

房。北京新规让通过“假离婚”进行购房的难度加

大，有利于封堵“假离婚”炒房漏洞。

各地调控措施还在密集出台，不断“打补丁”

“堵漏洞”。其原因在于一些城市依然面临房价和

地价增长过快、市场预期不稳的状况。不断出台

的调控措施对于那些依然对房价过快上涨抱有幻

想的炒房客们是持续的威慑。

虚火不灭，楼市调控就需保持高压，更需持续

且稳定执行的长效政策，以便购房者对房价走势、

购房时点有更稳定的预期。密集出台的调控措施

表明，对房地产调控负有主体责任的地方政府，实

施楼市调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在增加。今年以

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多次约谈地方政府，并将

这些城市纳入房地产市场监测重点城市名单。对

于地方政府而言，“房住不炒”及“不将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定位应始终坚持。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提出建立房地

产长效机制以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取得明显成效，表明采取的措施符合市

场发展规律，精准有效。当个别城市出现过热苗头，须果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

力度和监管力度。可喜的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工具”在不断丰富，土地、金融、

行政措施、市场整顿、财税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形成强大合力。相信随着房地产长

效机制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更加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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