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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超预期

关于上半年经济发展的动能，粤
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撰文分析，经济增长主要依
靠四股力量：服务消费继续恢复、海
外补库存带动出口超预期、新一轮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支撑制造业投
资高增、增发国债等中央财政支出
拉动基建投资较快增长。

“上半年外需对国内经济回升
向上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东方
金诚研究发展部总监冯琳表示，当
前我国出口增长动能偏强，背后主
要是在全球电子行业周期上行，以
及欧、美央行降息预期影响下，当前
世界贸易处于回暖阶段，外需改善
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力加大。另外，
年初以来国内稳外贸政策持续加
力，包括加强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保障，鼓励企
业多参加境内外的各类展会，以及
中外航班往来在进一步恢复等，都
有利于出口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内需不足较突出

与出口强劲相比，消费是当前经
济发展的一个薄弱点。今年一季度
GDP增速 5.3%，二季度 4.7%，增速有
所回落，上述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就此
回应，这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
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
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别
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
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等。“但从
基本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
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
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表示，二季度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背

后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居民消费
和民间投资偏弱。上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比一季度放缓1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更多反映
居民商品消费走势，而判断当前消费
走势，需要结合社零与服务零售额数
据一起观察。”王青指出，1~6月服务
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7.5%，增速比
社零增速高出 3.8个百分点，这与当
前旅游等服务消费更有活力相印
证。不过，与一季度相比，上半年服
务零售额累计增速也放缓了 2.5个百
分点。对此，罗志恒认为，消费结构
上，居民压缩不必要的商品消费，增
加旅游、演出等即时满足的服务消
费，类似“口红效应”。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司
长于建勋分析，上半年服务零售保持
较快增长，与居民假日出游需求旺
盛，餐饮、交通、文旅等相关服务消费
增势良好相关。

楼市活跃度有提升

“展望后续，居民消费还有进一
步修复空间，而楼市何时企稳回暖
影响着后续修复进程。”王青认为，
可加大房地产支持政策力度，核心
是引导居民房贷利率持续下调，扭
转楼市预期。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稳楼市，尤其是提出降首付、降利
率、去库存、保交楼的“517 楼市新
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指出，
政策效应逐渐释放，近期房地产市场
活跃度有所提升。上半年，全国新建
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下
降 19.0%、25.0%，降幅比 1~5 月份收
窄 1.3、2.9个百分点。从住建等相关
部门了解的情况看，近几个月二手房
网签面积同比也有所增长，一线城市
6月份成交面积环比增长较快。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
王中华指出，6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
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降幅总体收窄。一线城市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中，北京、上海今年以来首
次转涨，分别上涨 0.2%和 0.5%，广
州、深圳分别下降1.5%和1.0%。

“去年 7月国家启动房地产新模
式，以及今年各地提出的放开限购等
楼市新政，起到了一定作用。”叶青以

北京市住建委的最新数据为例，6月
27日到 7月 10日这两周北京市二手
住宅网签量为 8004 套，较政策出台
前两周增长超过 7%；北京市新建商
品住宅网签量为 2666 套，相较政策
出台前两周增长超过40%。

保障房释放消费潜能

“当然也要看到，目前房地产相
关指标仍在下降，房地产市场仍处在
调整转型过程中。”上述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还提到，保障性住房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积极推进，
有利于构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
也为投资扩张增添了动力。上半年，
房地产“三大工程”拉动房地产开发
投资0.9个百分点。

“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房地
产新模式，是这两年的重大改革。”
叶青表示，当前经济形势下，加快保
障性住房项目建设和供给，满足工
薪收入群体住房需求，可减少房贷
压力对其他消费的限制，释放其消
费潜能。

今年 3月初，住建部召开的全国
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现场会就提出，
各地要充分认识保障性住房建设对
惠民生、稳投资、促转型的重要意
义。国家层面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体
系已经齐备，关键是抓好落实。各地
要加快建立轮候机制，摸清工薪收入
群体需求，以需定建，有力有效有序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居民收入涨在哪？

叶青还指出，政府在税制改革、
收入分配调整方面也可发力，这都可
以扩大消费。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0733元，比上年同期名
义增长 5.4%。值得注意的是，上半
年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

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国家统
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张毅分析，工资
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增长是支撑居
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 11950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5.8%，快于全国居民收入增速
0.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另
外，受居民旅游出行明显增多、批发
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经营形势良
好带动，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长较快。
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3235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4%，快于全国居
民收入增速1.0个百分点。

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也保
持增长。张毅表示，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1780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2.1%。在各类保民生政策
支持下，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3768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0%。分
城乡看，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也
快于城镇居民。

受领取养老金人数增加和基础
养老金标准上调带动，居民人均养老
金 或 离 退 休 金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8.9%。

此外，各地积极落实各类政策性
补贴发放，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
增长 5.5%。叶青表示，低收入者的
消费率和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建
议扩大低保人群数量，提高低收入者
收入。日前民政部公布的全国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监测对象有
8015万人，“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也是
发展经济应有之义。”叶青说。

陈秋圆

谁的收入在涨？钱花哪了？

解读解读上半年经济上半年经济
备受关注的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超

61万亿元，为 61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在当前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上半年经济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来之不易。”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