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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除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壁 垒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

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

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作出全面部署。

专家表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统筹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取得

积极进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进一步加快，城乡发展的

协调性、均衡性明显增强。

也要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待缩小，

一些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依然存在，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这些问题阻碍

了城乡融合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

本方法，在于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为新时期走

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构建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指明了方向。”中国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鲍家伟说。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此次

《决定》强调“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体现了党中央对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如何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部分省份开展了积

极探索。比如，广东省在2022年底启动“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城乡融合发展

为主要途径，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省

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加快绘就“千村引

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新画卷。

专家表示，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方面关系，着

力解决农业与工业“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

问题，通过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以工农互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城乡融合

发展提供更多要素支撑。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奔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改变乡

村人才、资金等要素过多流向城市的格局。

只有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才能促进城

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邢伟说。

一直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很大

程度上依托于农业大国优势，在工业和农产

品生产、农村和城市土地供给等领域，形成了

明显的价格“剪刀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迫切需要优化以平等交换、自由流

动为特征的要素配置新体制机制。

邢伟表示，当前，要把促进城乡要素平

等交换、双向流动的着力点，放在城乡人口

迁移、资金流动、土地

流转、产业协同发展

等方面，“要加快农业

转 移 人 口 市 民 化 进

程，开拓乡村建设多

元化融资渠道，鼓励

支持城市资本下乡，

深化农村土地改革，

发展以现代农业为基

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为补充的乡村经济”。

专家建议，要聚焦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中的难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改革，

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同时，充分运用现代

数字信息技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尤

其是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规范化建

设，为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搭建平台。

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乡要素

的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鲍家伟表示，只有实现“双向奔赴”，才能赋予

农民更加充分的农村土地财产权益，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长期努

力，关键在于不折不扣抓政策落实”。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去 年 ，我 国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66.16%，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城镇

化进入“下半场”，如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实现更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是不可回

避的新课题。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顾 阳

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
本报北京 8 月 9 日讯（记者冯其予）

商务部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我国服务贸易继续快速增长，服务进出

口 总 额 3598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 。

其中，出口 14675.8 亿元，增长 10.7%；进

口 21304.5 亿元，增长 16.4%；服务贸易

逆差 6628.7 亿元。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增长。

上 半 年 ，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进 出 口

14176.2 亿元，增长 3.7%。其中，知识密

集型服务出口 8021.2 亿元，增长 2.1%，

增长较快的领域有知识产权使用费、个

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幅分别为 13.8%、

13.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6155 亿元，

增长 6%，增长较快的领域有个人文化

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增幅分别

为 42.6%、14.9%。

同时，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 。 上 半 年 ，旅 行 服 务 进 出 口 9617.1

亿元，增长 47.7%，为服务贸易第一大

领域。

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941

亿美元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本报北京 8 月 9 日讯（记者姚进）
国家外汇管理局 9 日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

平衡。其中，经常账户顺差 941 亿美

元 ，与 同 期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之 比 为

1.1%，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双向

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

货 物 贸 易 顺 差 保 持 较 高 水 平 。

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

易顺差 2884 亿美元，为历年同期次高

值，同比增长 1%。其中，货物贸易出

口 157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进口

1291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 。 上 半

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 有 进 ，新 质 生 产 力 激 发 外 贸 新 动

能，叠加外部需求边际改善，推动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稳定增长。

服务贸易收支平稳增长。上半

年，服务贸易逆差 1229 亿美元。其

中 ，旅 行 逆 差 103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7%。

双向直接投资平稳有序。上半

年，我国对外股权性质直接投资净流

出 653 亿美元，各类企业积极有序开

展全球化布局；来华股权性质直接投

资中，新增资本金流入 408 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表示，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将有利

于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国家统计局 8 月 9 日发布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0.5%，涨幅扩大；环比上涨 0.5%，

由降转涨。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同比下降 0.8%，环比下降 0.2%，

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展望后期，随着宏观政策持续用力，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持续增强，预计物

价总水平将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CPI 同比涨幅扩大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

莉娟表示，7 月份消费需求持续恢复，

加之受部分地区高温降雨天气影响，全

国 CPI 环 比 由 降 转 涨 ，同 比 涨 幅 有 所

扩大。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下降 0.2%转

为上涨 0.5%。食品中，受部分地区高温

降雨天气影响，鲜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

涨 9.3%和 4.4%；非食品中，暑期出游需

求较旺，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

别上涨 22.1%、9.4%和 5.8%，涨幅均高于

近 10 年同期平均水平。

从同比看，CPI 上涨 0.5%，涨幅比上

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由上月

下降 2.1%转为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上

涨 20.4% ，涨 幅 比 上 月 扩 大 2.3 个 百 分

点；鲜菜和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

涨，鲜果、食用油、牛肉和羊肉价格降幅

均有收窄。非食品价格上涨 0.7%，涨幅

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带动

物价持续企稳回升。构成 CPI 的八大类

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交通通信价格小

幅 下 降 外 ，其 他 七 大 类 价 格 均 同 比 上

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

预测处处长张学武表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

为，猪肉价格周期性回升但基本符合前

期产能推算预期，涨幅温和可控；受短期

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鲜果和鸡蛋等

价格涨幅强于季节性，是主要的超预期

影响因素。

PPI 同比降幅与上月持平

7 月份，受市场需求不足及部分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全国

PPI 环比、同比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从环比看，PPI 下降 0.2%。其中，生

产资料价格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

0.1%转为持平。

张学武分析，从促降因素看，建筑施

工 进 入 淡 季 ，钢 铁 行 业 出 厂 价 格 下 降

1.7%。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转弱叠

加海外库存增加，铜、铝等有色金属行业

出厂价格下降 0.4%。从促升因素看，国

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上游油气开采、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等行业出厂价格

分别上涨 3%、0.5%。受大宗耐用消费品

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加大、部分汽车限购

地区增发购车指标以及一些车企调整销

售策略影响，汽车制造业出厂价格止跌

回升。

从同比看，PPI 下降 0.8%，降幅与上

月 相 同 。 其 中 ，生 产 资 料 价 格 下 降

0.7%，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生

活资料价格下降 1.0%，降幅扩大 0.2 个

百分点。主要行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 6 个行业，是影响 PPI 同比下降的主

要因素，合计下拉 PPI 约 1.25 个百分点。

7 月份 PPI 同比降幅与 6 月持平，未

能进一步收窄。温彬分析，一方面，7 月

份全球商品价格高位回落，对我国工业

品价格传导趋于减弱。另一方面，当前

我国工业企业仍面临内需不足问题，下

游价格下行压力大于上游。未来 3 个

月，去年低基数效应基本消失，叠加受主

要发达国家衰退预期影响，全球商品价

格明显回落，对我国上游工业品价格形

成向下传导压力，预计 PPI 可能面临同

比降幅扩大的局面。

（下转第二版）

7月份 CPI同比、环比均上涨 0.5%——

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熊 丽

8 月 8 日，山东省东营经济

技术开发区广利港风电码头，

海上光伏平台顺利完成装船作

业，将运往东营国华 HG14 海

上光伏项目施工区域。

该项目采用大型海上钢桁

架平台式固定桩基，将实现渔

业养殖与光伏发电的立体综合

开发利用，进一步提升海域综

合利用价值。

周广学摄（中经视觉）

供需两端发力释放服务消费潜能

金观平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和扩大服务供

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

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餐饮、旅游、文化娱乐

等消费场景持续创新，文旅融合、文体融合亮

点频出，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提振市场

信心和扩大内需提供了有力支撑。上半年，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增速比同期商品

零售额增速快 4.3 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市

场需求变化，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居民消

费正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

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

变。从发展特点看，现阶段服务消费体现出

的供给数字化、需求品质化、主体年轻化的发

展趋势，正是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质量不

断提升的生动展示。

服务消费涉及领域量大面广，做大做优服

务消费，既有利于稳定社会就业，也有助于推动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到

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涉及的领域与群

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正因为贴近百姓需求，

服务消费有着广阔市场空间和巨大发展潜力。

不过，从发展现状看，与高收入经济体相

同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服务消

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仍然偏低。百姓对健康、医

疗、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的需求旺盛，但

部分领域供给质量还不高，优质供给还不充分，

一些行业标准有待健全，平台建设需要完善。

面对广阔市场前景和多样化服务需求，

应从供需两端发力，释放服务消费潜能，为巩

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提供强劲动力。

从供给端看，应继续鼓励支持服务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创新发展，优化消费

环境，提升服务品质，以优质服务供给激发潜

在消费需求。一方面，聚焦不同群体多元化、

个性化的服务消费诉求，优化布局结构，拓展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推动服务消费多样化、

品质化发展。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以此辐射并影响带动周

边区域服务业发展，依托城市商圈、智慧街

区、数字门店等载体，设计更多线上线下融

合、文体融合、文旅融合的新消费场景。另一

方面，完善和提升行业标准，加强针对性监管，打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让百

姓放心消费。完善市场准入，引进外部优质服务资源，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积

极参与，更好满足服务消费市场多层级、多样化需求。

从需求端看，有效提振服务消费，更依赖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收入预期的改

善。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优化个人所得税等相关制度，切实增强居民

消费能力，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各地还可结合实际情况，发放服

务消费券或消费补贴。同时，落实好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探索实行弹性休假、

错峰休假政策，让百姓有更多闲暇时间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