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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 主要经济指标逐
步回暖，积极因素不断增加。如何全面理解
当前经济运行的“稳”与“好”？这种“缓中趋
稳，稳中向好”的状态能否保持？仍面临哪些
困难？实现全年经济稳中向好靠什么？引领
中国经济爬坡过坎、行稳致远仍有哪些工作
要做？

缓中趋稳如何体现

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速保持7%；上半年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31个大城市城
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1至6月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涨幅与一季度基本
持平；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7.6%，“跑赢”GDP增速……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和持续呈现的经济下行压力，GDP、
就业、物价、居民收入等经济数据都指向一
个字：稳。

“经济运行总体上处在合理区间， 主要
经济指标逐步回暖， 积极因素不断增加，呈
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家
统计局局长王保安日前作出这样的判断。

他认为，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比去年同
期回落0.4个百分点，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后增速换挡的客观实际，也符合典
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

稳中向好怎样理解

尽管中国经济依旧承压，但在一系列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政策
措施的推动下，主要指标逐月企稳、回升势
头好。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
化、市场活力激发、质量效益提升。

例如，作为工业核心指标，我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3个月回升。 从三
大需求看，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11.4%， 终止了持续回落的态势。6
月当月消费继续稳健增长，出口同比增速由
负转正。此外，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
家庄健分析，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企
稳回升的态势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结构
调整和相关领域的改革继续取得进展。

产业结构上，上半年第三产业占GDP比
重为49.5%，比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经
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化的趋势得以
延续；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继续提升，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
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比上年同期
提高5.7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
业同比增长19.4%，注册资本增长43%。

“尽管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
点， 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后增速换挡的客观实际， 也符合
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

———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接
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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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态势
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显

示，我国经济运行呈“缓中趋
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主要原因
所谓“纲举则目张”，科学

决策、精准调控就是经济实现
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纲”。

能否保持
国家统计局认为， 下半

年经济总体仍将延续上半年
态势，有信心实现全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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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稳”在何处“好”在何方
从上半年宏观经济主要数据透视中国经济六大“看点”

综合分析我国经济面临的
环境和条件，可以认为，下半年
国民经济总体上仍将延续上半
年稳中向好的态势，有信心、有
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

这种信心首先来自于中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
回旋余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
仍未完成， 与发达经济体甚至
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 仍然存
在不小差距。 这是我国经济增
长的基本动力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过
去十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平均拉动投资增长
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
个百分点。

这种底气还来自于前期稳
增长政策效应不断显现， 全面
深化改革推向纵深， 不断拓展
新的发展空间、激发新的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张立群认为， 下半年经济保
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已经显现。
从“三驾马车”分析，下半年房
地产投资有望转稳、 基础设施
投资稳中略升， 将为稳住投资
发挥重要作用， 加上消费将保
持平稳、出口有望微升，将合力
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不少专家认为， 要确保
全年经济预期目标的实现，
下半年稳增长不能松懈，要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做到以稳促进，不
断巩固经济向好基础。

关于进一步增强发展动
力， 正如王保安指出的，“从
短期看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
键作用”。但稳投资不是要像
以前一样大水漫灌， 而是要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投
资那些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
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领域
和产业，如城市地下管网、环
境保护等相关基础设施，要
防止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同
时要创新投资机制， 混合投
资主体尽可能采用PPP模
式，提高投资有效性。

张立群认为， 当前宏观
调控要针对可能的风险点定
向精准发力。 下半年定向调
控要关注促就业、保民生，要
针对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波
动做好准备。

产能过剩依然突
出， 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连续40个月同比
下降， 企业利润增长
放缓， 局部地区和部
分领域稳增长压力加
大……这些问题的存
在，提醒我们国内结构
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
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
成，产业、地区、行业分
化明显，向好势头仍需
巩固。

据了解，在总体偏
紧的市场环境下，部分
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
竭型城市抗风险能力
低， 经济出现了下滑。
部分地方财政增收困
难，就业压力也有所加
大。例如，上半年，东北
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2.2%，
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

业就业人员下降9%，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也
出现下降。

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
军说，从国际看，世界
经济复苏缓慢， 不确
定性上升。从国内看，
尽管新产业、新业态、
新产品涌现， 但新动
力的成长一时还难以
对冲传统动力下降的
影响。

这是因为，当前我
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
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是转型的阵痛，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只要处理好“稳”与
“进”的关系，坚持稳政
策、 稳预期和促改革、
调结构的结合， 打造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格局，这些问题可
能都不会再是问题。

？ ▲当前态势能否延续

面临哪些风险挑战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多地
调研发现， 不论地方还是企
业，凡能主动适应新常态，改
革步子大、调整结构动手早，
努力向中高端产业迈进的，
发展势头都不错。

用王保安的话说， 就是
“从中长期看，转型升级关键
要靠创新！”我国经济要保持
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最根本
的是要推动技术创新， 创新
不仅能突破技术瓶颈制约，
也能创造新的需求。

无论是稳增长、调结构，
还是实现创新驱动， 最终都
要通过释放改革能量， 创新
改革机制， 为经济的转型升
级、 稳定发展提供体制机制
保障。 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 深化改革应体现和聚焦
在全面放开价格审批、 彻底
放开产业准入、 加快放松科
技管理以及深度放活国有企
业这“四放”上。

总之，要立足稳增长，着
力调结构，拼力促改革，以相
机性、缓冲性的宏观决策，以
效率导向性、 机制创新性的
改革举措，适应引领新常态，
转型升级上台阶， 扎实推动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均据新华社

数据显示， 上半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4%。下一步商务
部将出台哪些促进消费的措施？ 记者采访了商
务部副部长房爱卿。

房爱卿表示，综合判断，下半年消费市场将
进一步趋稳回升，并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下一
步， 商务部将积极配合实施国务院确定的养老
健康家政、信息、旅游、住房、绿色、教育文化等6
大消费增长点，重点抓好“流通方式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流通领域改革、市场环境改善”等四
方面工作，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拉动经济的“头车”如何跑稳、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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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
行稳致远？ ▲

“下半场”
如何发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