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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8 年上

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上半年 GDP 同比增

长 6.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新动

能加快成长。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

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近期也陆

续披露了各自领域的“半年报”。从已经公

布的数据看，今年以来，多项指标稳中有

升，表现亮丽。

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亮点在哪儿？密

集发布的大量数据中透露了哪些新信号？

《中国经济周刊》邀请权威专家详细解读

10 项重点数据。

数据一
GDP 增速 6.8%

连续 12 个季度保持在 6.7%至 6.9%

区间，中国经济有“韧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

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18961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其中，一季度同

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已经连续

12 个季度保持在 6.7%至 6.9%的区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张永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庞大规模下的

稳定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

潜在经济增速降低后，波动区间在缩小，

平稳增长的特点更加明显。

“中国经济增速在 0.2 个百分点的狭

窄波动区间运行了 12 个季度，这是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

韧性更强了，而这样的韧性又为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对《中国经

济周刊》记者说，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也来自更

加精准有效的宏观调控。中国当前处在新

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新动能提

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

统产业也呈现出加快升级。中国还处在加

快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消费日益起到经

济稳定发展压舱石的作用。

数据二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6%

新动能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重

要动力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实际增长 6.7%，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工业增长总体平稳。其中，新动

能快速增长是突出亮点，代表技术进步、

转型升级的相关产业和产品增长较快。

“对于工业增长短时间的轻微波动，

不需要过多在意。从目前来看，工业发展

仍处在平稳增长的区间。与此同时，我们

更应看到工业结构的改善。数据显示，高

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1.6%、9.2%、8.7%，

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 4.9、2.5 和

2.0 个百分点。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比

如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太

阳能电池等，产量都有较快增长。这些都

折射出新旧动能的转换。新动能保持快速

增长，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对于中国经济

稳中向好起到了很好的正面作用。”潘建

成说。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董

礼华在署名文章中谈道，上半年，新动能

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

重要动力。

“新动能带来高质量发展。随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活动的累积效果日益明显，新产

品新业态持续活跃、无效供给持续退出，

行业内生产经营环境明显改善，企业经济

效益好转、市场竞争力提高。这些都表明

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

访时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7 月 10 日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排

名第 17 位，首次跻身全球最具创新经济

体前 20 名，这印证了中国的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

数据三
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贡献率

78.5%

消费成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新

消费蓬勃发展

从拉动 GDP 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

来看，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

的 贡献率 为 78.5%，资本形 成总 额 为
31.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 -9.9%。

董礼华表示，与上年同期相比，最终

消费支出贡献率上升 14.2 个百分点，充分

体现了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表明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引擎。

“从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消费依

然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态势，整个消费市场

还是比较好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毛盛勇说。

毛盛勇介绍，从新需求、新消费来看，

服务消费在加快增长，旅游、健康、养老、

教育、文化增长比较快，实物消费里升级

类的商品增长也比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和化妆

品类同比分别增长 10.6%、10.6%和 14.2%。

数据四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4%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向好，投资内

生性增长能力增强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

户)297316 亿元，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一

季度回落 1.5 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

资同比增长 7.3%，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2.1 个百分点。

张立群表示，在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有所放缓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投资内生

性增长能力在增强。上半年投资中，市场

调节，企业为主体的投资增速普遍回升。

例如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 3 个月提高，

1—6 月份同比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3 个百

分点；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9.7%，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8.4%，增速均较上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这些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

重大，其恢复增长的态势，表明投资增长

企稳的基础已经形成。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放缓，张永军认为

原因是多方面的，与防范化解风险，严控

项目合规性，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有一定关

系，这些因素客观上会影响到投资的资金

来源。同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上马项目比

以往更加慎重，某些地方甚至清理、停建、

缓建了一些项目，客观上也造成了投资增

速的放缓。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有

很大空间，未来随着经济运行状况的变

化，随着地方资产负债情况好转，投资增

速还可能会出现回升。

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不同，今年

以来民间投资持续向好，各月增速均高于

全部投资增速。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为 58.9%，比去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 81.5%，拉动投资增长 4.9 个百分点。

在投资增速整体放缓的情况下，民间

投资何以实现相对较快增长？张永军认

为，一是由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向好，

企业利润改善，投资回报提升，民间投资

的投资意愿可能有所提升；二是随着盈利

提升，资金状况有好转，资金来源和投资

能力在提高；三是随着简政放权、减税降

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持续实施，营商环

境进一步改善，企业的成本降低。数据显

示，1—5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

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减少 0.31 元。

数据五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7%

占出口总值的 58.6%，出口提质增效

稳步推进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141227 亿

元，同比增长 7.9%。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

黄颂平介绍说，今年上半年，得益于国内、

国际经济良好的基本面，我国对外贸易进

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外贸发展质量和效

益进一步提升。

上半年，进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在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上

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4.4 万亿元，增长

7%，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58.6%。其中，电器

及电子产品出口增长 8%，机械设备出口

增长 9%。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下降 4.1%。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正积极贯彻新

发展理念，增长动能有序转换，发展质量

和效益进一步提升。”黄颂平说。

数据六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6%

快于人均 GDP 增速，经济发展成果

惠及人民群众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 元，同比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6.6%。毛盛勇介绍，这一数据

和一季度持平，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按

人均计算，快于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

从工资水平来看，继续保持增长。今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

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增速提高 2.1

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3661

元，同比增长 7.5%。

“人均可支配收入快于人均 GDP 的

增长速度，这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在优

化，更加关注民生，收入向民生倾斜，向老

百姓倾斜。”潘建成说。

张立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近年来保就业政策的综合效果持续显

现，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加上精准扶贫等

支持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政策效果，居

民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与经济增长大

体同步。这些因素支持了市场消费平稳增

长，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较为活跃。”

数据七
调查失业率 4.8%

为 2016 年以来最低水平

6 月份 ，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 率 为

4.8%，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月下降 0.1 个

百分点。“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 3 个

月都低于 5%，5、6 月份是 4.8%，这个水平

是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建立全国劳动力月

度调查制度以来最低水平；大城市城镇调

查失业率是 4.7%。”毛盛勇说。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

如在署名文章中表示，今年上半年，在国

民经济平稳增长和积极就业政策持续发

力的支撑下，我国就业形势继续保持稳中

向好走势，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

结构继续优化，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

(下接 B2版）

10项数据看懂2018中国经济
“半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