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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月 14 日电 7 月 12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就
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出席。
　　会上，苏剑、伍戈等专家和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从事跨境电商服务的敦煌网公司、从事
产业园运营服务的北京联东公司等企业负责
人发了言。
　　李克强说，二季度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寻
常，超预期因素带来严重冲击，经济新的下行压
力加大，4 月主要指标深度下跌。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力应对困难挑战。
我们及时果断施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靠
前实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政策举措，按照已确定的总体思路、政策取
向，推出稳经济 33 条一揽子政策措施等，
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稳住经济大盘
工作。政策效应较快显现，5 月主要经济指
标跌幅收窄，6 月经济企稳回升，这极为不
易。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稳固，发展环境中的
不确定因素较多，稳住经济大盘需要继续
付出艰苦努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抓住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坚持发展是解
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稳市场主
体稳就业稳物价，推进改革开放，齐心协力
在三季度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基础，推动经
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要应对好两难多难问题，既稳增长，

又防通胀、注意防输入性通胀。要保持宏
观政策连续性，既要有力，尤其要加大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力度，又要合理
适度，不预支未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
实施时间才一个多月，还有相当的实施
空间，要继续推动政策落地和效果显现。
1.6 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
就业顶梁柱。要逐条梳理助企纾困各项
政策落实情况，确保见效。进一步畅通交
通物流主干道、微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
链堵点，稳定市场预期。通过市场化社会
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做好促进高校毕
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工作，坚决纠正各类
就业歧视。扎实保障民生。我国物价总体
平稳，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稳定我国经
济大盘提供了支撑。稳定粮食能源价格
是稳物价的关键。要在夏粮增产丰收基

础上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当前正值电力迎峰度夏，要进一步提升
煤炭电力稳定供应能力，坚决防止拉闸
限电。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
策。要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用改革举措解难题，坚持依
法行政。用市场化可持续办法扩消费，消
除制约有效投资的障碍。统筹兼顾，防止
单打一、一刀切、层层加码。继续扩大开
放，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支持企业广
泛开展国际合作，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互利
共赢。
　　孙春兰、胡春华、王勇、肖捷、赵克志
参加。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吴雨、李延霞）13.68 万亿
元———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
币贷款量，比上年同期多增 9192
亿元。最新出炉的金融数据显示，
上半年各项贷款平稳增加，为实
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上
半年，我国金融总量稳定增长，流
动性合理充裕，信贷资金正不断
流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企事业单位新增贷

款占比超八成

　　 13.68 万亿元贷款投向了哪
里？分析上半年数据不难看出，投
向企业的占了大头。数据显示，上
半年企事业单位人民币贷款增加
11.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3.03 万亿元。在上半年新增贷款
中，企事业单位新增占比超八成。
　　在湖北德普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的车间内，制造电池测试设备
的流水线忙碌不停。
　　“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稳步提
升，公司的电池测试设备供不应
求、订单激增。但疫情之下，原材料
采购成本大幅增长，流动资金压力
陡然增大。”公司副总经理李绪芹
告诉记者，好在中信银行及时提供
了 1000 万元授信额度，帮企业顺
利备货，满足了客户供货需求。
　　上半年，为流动资金犯愁的小
微企业不在少数，金融机构对实体
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企业部门贷款持续增长，是
信贷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民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今年以来，金融加大对受疫
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提振市
场主体信心，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数据显示，6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3.8% ，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12.6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授
信户数为 5239 万户，同比增长 36.8%。
　　除了贷得到，企业还盼望成本低。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介绍，上半年，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不断释放，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6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为 4.16% ，比
上年同期低 34 个基点。

引导信贷投向稳经济的重点领域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大贷
款投放力度，聚焦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工业自动化行业
深耕多年。“我们产业链上下游分布着不少中小企业，传
统结算方式占用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需要更具针对性
的金融产品优化现金流、稳定供应链。”该公司财经管理
部负责人毛飞波告诉记者，在农行主动对接下，6 月末已
有 24 家供应商依托该企业的信用获得低成本融资，融
资总规模在 5000 万元左右。
　　中国农业银行相关人士介绍，今年以来，在金融政策
引导下，5 月末该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达 2.09 万亿元，其
中支持重点产业链融资余额超 7500 亿元。
　　 6 月末，我国投向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 29.7%，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18.5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创设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
老专项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新工具，普惠小
微贷款支持工具提供的激励资金比例由 1% 提高到
2% ，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落地见效……
　　专家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和完善，
持续激励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引导资金向普惠金融、
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精准倾斜，有助于培育经济新
的增长点。

信贷支持仍将保持较强力度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国务院稳经济一
揽子措施加快落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均加
大实施力度，国民经济呈现恢复势头。
　　“多亏建行的续贷政策帮公司渡过难关。随着疫情缓
和，企业已全面恢复生产，我们的 3D 打印材料正加快向
下游市场流通。”广州飞胜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谷
文亮说。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为企业受疫情影响经营停
滞、80 万元贷款临近到期等问题焦虑。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认为，上半年信贷投
放明显增加，企业融资总体较好。尽管居民贷款受疫情影
响同比少增，但 6 月以来也呈现了恢复态势。未来随着疫
情形势总体受控，预计宏观经济会保持稳步复苏，企业和
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有望逐步修复改善，信贷支持将保持
较强的力度。
　　诚然，疫情等不利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一些行业企业
的融资难题仍待进一步破解。不过，一系列金融举措陆续
落地将为市场主体增添信心。
　　下半年，新创设的三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 7 月
迎来首次申请发放，进一步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
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落实好新增 8000 亿元信贷规模
和设立 3000 亿元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央行加
快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助力稳住经济大盘、稳就
业保民生……
　　“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为应
对超预期的新挑战、新变化留下了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工
具储备。”邹澜说，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
的实施力度，加快落实已确定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货
币金融环境，形成政策合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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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着力巩固经济恢复基础，推动经济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韩正出席

  ▲ 7 月 14 日，一艘货轮停靠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记
者近日从天津港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天津港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
2.36 亿吨，同比增长 2.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051.1 万标箱，同比增长
2.1%，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天津港上半年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年 中 经 济 看 走 势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安蓓）
“稳经济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下半年经
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 14 日说。
　　近期，上半年及二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发
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上半年经济形势
媒体吹风会上，相关司局负责人对当前经济
运行热点作出回应。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运

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说，
回首上半年经济运行轨迹，前 2 个月我国经
济开局良好，3 月下旬受疫情反弹和乌克兰
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经济下行压力陡然
增大。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施稳经济大盘各
项政策，取得积极成效。5 月下旬以来，我国
经济运行持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袁达说，从产业运行看，夏粮再获丰收，
工业运行在经历 4 月的短暂下降后，5 月重
回正增长，6 月继续加快，全国统调发电量同
比增长 4% ，明显快于上月，6 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经营好转。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用明
显，居民消费持续回升。前 5 个月新开工项

目数同比增长 26.1%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
投资增长 23.3%。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居民消费稳步恢复，端午节期间市场消费
明显回暖，6 月全国电影票房比上月大幅
增长 1.7 倍。
　　从重点地区看，积极变化不断增多，经
济大盘保持稳定。福建、山东、湖北、湖南等
省份较好发挥支撑拉动作用。中西部地区
经济增速好于全国整体水平。受疫情冲击
影响较大省份经济明显好转。山西、陕西、
内蒙古、新疆等省份，在采矿业及部分原材
料行业生产较快增长等因素带动下，经济
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袁达说，面对内外部阶段性、突发性因
素冲击，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企稳
回升，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随着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
现，宏观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下半年经济
有望继续回升、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年涨幅 3% 左右的 CPI

预期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上
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我国
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上半年居民消
费价格（CPI）平均上涨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
说，我国持续加强粮食、煤炭等重要商品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以国内保供稳价的确定
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力保障物
价基本稳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
多，但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
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涨幅 3% 左
右的 CPI 预期目标可以实现。”他说。
　　万劲松说，当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
供给能力总体充裕，煤炭优质产能持续释
放，今年夏收小麦产量高、品质好，生猪产
能总体合理充裕，近期能繁母猪存栏量进
一步增加，牛羊禽蛋和蔬菜水果生产正常、
供给充足，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他说，将继续密切跟踪物价总水平和重
要商品价格走势，持续加强市场调控，抓好
各项保供稳价政策落地见效。全力稳定粮食
生产，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
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必要时适时投放中央猪肉储备，指导地方联
动投放储备。以煤炭为“锚”继续抓好能源保
供稳价工作。指导各地认真执行价格补贴联
动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有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
云卿介绍，今年以来能源供需总体平稳，受重
点行业用电增长、气温升高等因素影响，入夏

以来全国日发电量快速攀升，用能需求明显
回升。
　　李云卿说，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
供工作，我国持续提升资源保障能力，多措
并举强化供需衔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
展和能源储备能力建设。1 至 5 月，全国煤炭
产量 18.1 亿吨，同比增长 10.4%，6 月以来
保持较高产量水平。目前统调电厂存煤 1.7
亿吨，同比增加近 6000 万吨，可用 26 天。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有
底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稳端牢‘中
国饭碗’。”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
司长张国华说，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发展，国
内粮食市场运行平稳，价格波动幅度远低
于国际市场，粮食物流和应急保障能力显
著提升。
　　今年 3 月以来，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
部分地区、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
行受到一定冲击。“通过共同努力，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实现总体稳定运行。”国家发展
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赵志丹
说，继续扎实推进保链稳链工作，持续补齐
短板弱项，持续破除瓶颈制约，持续强化风
险防范，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霍
福鹏说，随着工业稳增长系列政策效应逐
步显现，工业生产、投资、预期均趋于改善，
工业经济总体呈企稳回升态势，为下半年
平稳增长创造良好条件。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当前经济走势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戴小
河）国家能源局 14 日发布 1 至 6 月全社
会用电量数据，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09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512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0.3%；第二产业用电量 2741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3%；第三产业用电量 69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 61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45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7% ，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14.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 ；第二产业用
电量 4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 ；第
三产业用电量 13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46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7.7%。

1 至 6 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2.9%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申铖、王悦阳）财政部 14 日
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05221 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3%，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47663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增长 1.7%，按自然口径
计算下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57558 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7%，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7.9%。全
国税收收入 85564 亿元，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0.9%，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4.8%；非税
收入 19657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
半年，国内增值税 19136 亿元，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下 降
0.7%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5.7%。国内消费税 9547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9.8%。企业所
得税 2838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3.2%。个人所得税 7847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7%。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88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 。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支出 15630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13257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5.9%。科学技术、农林
水、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保障
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分别比上
年同期增长 17 .3% 、11% 、
7.7%、4.2%、3.6%。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968 亿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28.4%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 5482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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