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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改革
站在十字路口

杭州杭州：：建设工地建设工地
装上装上““智慧大脑智慧大脑””

法国政府近日公布了下阶段经济

领域系列改革计划，有意将改革重心转

向改善民生、提升经济竞争力等领域，

以此积极回应前一阶段结构性改革进

程中产生的诸多诉求，坚定改革步伐，

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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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重组多路并进
更多“大戏”将上演

装备制造、船舶、化工等
领域将成重组热点

□ 王 希

“南北船”谋划战略重组，中丝集团

整体划入保利集团，中国五矿、中国宝武

等中央企业深化与地方国企合作……近

期中央企业在集团战略性重组、专业化

整合以及“央地重组”等方面动作不断。

统计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先

后有21组39家企业陆续开展重组整合

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数

量由2012年初的117户调整至百户以

内，改革覆盖了装备制造、电力、航运、能

源、建材、钢铁等诸多领域。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经济

布局的调整优化势在必行。上述重组案

例，有的是横向的强强联合，旨在集中资

源、形成合力，强化规模效应；有的属于

纵向打通产业链，重在更好地发挥协同

效应。

下一步哪些领域将成为重组的热

点？“当前来说，我们积极研究做好装备

制造、船舶、化工等领域的企业战略性重

组，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国资委新

闻发言人彭华岗在7月16日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给出了答案。

他表示，未来的重组工作，将从更注

重落实国家战略出发、从国资国企改革

全局出发、从推动国民经济更好发展出

发，充分发挥出资人作用，进一步加强统

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推进。

对此，业内专家以化工领域为例分

析说，目前国资委监管的有中国中化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未

来重组如能落地，将有望提升我国化工

行业集中度，减少同质化竞争，有利于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央企集团层面之外，近年来打破企

业边界的专业化整合也有不少实践——

通过资产重组、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

偿划转、战略联盟等方式，将资源向优势

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

就在今年4月份，中国诚通、中国海

油作为牵头单位，携手其他5家海工装

备制造央企，共同组建的中央企业海工

装备资产管理平台——国海海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此前，由相关央企组建的航材保障

共享平台、煤炭资产管理平台等先后面

世，既瞄准部分央企经营存在的“散”和

“弱”的问题，也解决“大而全”“小而全”

的问题，使国资整体效能有所提升。

“下一步要重点研究推动电力、有

色、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的专业

化整合，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产业集

中度。”彭华岗表示。

此外，对于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已

经或计划推进的重组整合，彭华岗表示

“央地重组”是基于合作企业自身的发展

需要，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国资委

支持这种重组的开展。

他同时强调说，这种合作是双向甚

至多向的。“地方国企可以重组到央企

来，央企也可以在结构调整中把一些具

备地方优势产业的企业重组到地方国企

去，各类社会资本也可以参与到这些重

组过程当中。”

□ 王雨萧 舒 静 陈炜伟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

国民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新华

视点”记者汇总中央多部门相关信

息，透视数据背后的中国经济“上半

场”走势。

GDP增长6.3%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

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6.3%。如何看待

这一增幅？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说，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发展态势。6.3%的增长速度在

全球主要经济体里还是名列前茅

的。下半年外部环境可能依然比较

复杂，但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

变，政策储备还有很多空间，国内市

场不断壮大，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投资同比增长5.8%
结构呈现优化趋势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5.8%。从环比速度

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44%，

稳中有升。

投资增速较以往放缓的背后蕴

含新亮点。例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同比增长10.4%，增速比全部投资快

4.6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

长13.5%，增速比全部投资快7.7个

百分点。

毛盛勇表示，社会领域的投资、

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

的投资都保持在10%以上的较好水

平，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快于东部地区，说明投资结构正呈

现优化的趋势。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20万亿
消费升级趋势凸显

各项数据中，消费“成绩单”无疑

最打眼。201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95,210亿元，同比增长

8.4%。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9.4%，比上年

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

究部主任赵萍认为，目前，旅游、文化

等服务消费已占消费总支出的“半壁

江山”，凸显了消费升级加快的趋势，

应通过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

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3.9%
稳定举措效应持续显现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外贸是否

受到影响？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14.67万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3.9%。其中，出口7.95

万亿元，增长6.1%；进口 6.72 万亿

元，增长1.4%。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说，

稳外贸举措效应持续显现,“放管服”

改革深入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

接连落地等，有效提振了市场、企业

的预期和信心。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万余家
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

“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的言论

是真的吗？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 月~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20,131家；实际使用外资478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

国政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决

心不会改变。中国政府仍将进一步

推动市场开放，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加大外商投资权益的保护力度。

全国居民收入增长8.8%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钱袋子”是百姓最关心的事。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5,294元，同比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比经济增速高0.2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74，比上

年同期缩小0.03。

毛盛勇介绍，收入增长和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要快于城镇，城乡收入

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完成全年就业目标的67%
服务业发挥重要作用

就业稳，民心安。上半年，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67%。6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1%,其中25岁~59岁

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6%，低于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0.5个百分点。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李长安看来，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背景下，这份就业“成绩单”相当

亮眼。其中，服务业蓬勃发展对促进

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系列稳定

就业、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保持了

就业形势的总体平稳。

CPI同比上涨2.2%
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2.2%。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2.7%，涨幅与上月持平,

环比下降0.1%。

蔬菜、水果等价格上涨引发不

少人担忧，通胀要来了吗？交通银

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

分析，鲜菜价格同比涨幅已经回落，

鲜果价格涨幅有望收窄，6月之后

CPI翘尾因素逐渐减弱。除猪肉价

格外，其他拉升CPI的因素都较弱，

下半年CPI上涨空间有限，不存在

明显通胀压力。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9.0%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消费升级趋势下，制造业转型步

伐正在加快。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3.0个百分点。新能

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

长34.6%和20.1%。

“这表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

环境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

中高端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说。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0.9%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0.9%。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

下降1.8%。6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涨幅均回落。

在毛盛勇看来，当前房地产市场

运行总体是平稳的。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表示，各地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始

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的目标，夯实主体责任，确保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姜琳 高亢 王炳坤 陈灏

小细节，折射大变化。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调研上半年

经济情况时注意到，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进程中，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正在

悄然发生改变。变化的背后，隐藏着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密码”。

变化一:从“盯大项目”
到“抓大不放小”

“经济发展快,全靠项目带。”大

项目，一直是许多地方争抢的对象。

但在辽宁、山东等工业大省，一些投

资金额较小的、不太起眼的项目，也

开始受到相关部门的青睐。

“以前主要聚焦投资规模1亿元

以上的工业项目，不过这一轮经济稳

增长、调结构，我们变成了‘抓大不放

小’，把目光更多放在2000万~1亿元

的小项目，特别是科技创新项目。”辽

宁省工信厅相关负责同志说。

走进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负责人也表示，现在更愿意吸引

新兴产业中有核心竞争力的小项目，

通过梳理上下游、补齐产业链，形成

产业聚集的大效应。

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龙头企业

较多，但产业链都较短，“头大身子

小”。去年以来落地的一些大项目仍

集中在石化、冶炼等传统领域，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一时很显著，长期看却

不利于调结构。

小项目恰恰能化解这两方面问

题。为此，辽宁首次建立起小项目

“花名册”，目前已掌握在建、拟建项

目1400多个，集中在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制药等领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制

造业技术改造投资都保持在10%以上

的较好水平。投资结构优化的背后，

是各地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动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上，不断积聚发展的新

动能。

变化二:从“跟着政府
走”到政府“找不着”

如果一家企业已经成为行业中

的“佼佼者”，却在当地不为人知，

政府也对它“不熟悉”，这在过去很

难想象，但这次调研中新华社记者

却多次碰到。

比如在山东，一家年销售收入近

10亿元的互联网文印企业，有关部

门直言“第一次听说”；在辽宁，一个

泳装品牌蹿至“双十一”天猫最高销

量，当地主管部门不知道是本地企业

所为；在江苏，一家年销售额超5亿

元的女装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

都表示素无接触。

这并非政府服务企业不到位，恰

恰相反，说明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无事不扰”。因

此，企业不用像过去那样“跟着政府

走”或者忙于跟政府“打交道”，可以

专心创业、专注发展，自己在市场竞

争中成长壮大。

事实上，不只是这一次调研，近

两年发现，这样知名又“低调”的企

业越来越多，且大多是“互联网＋”

型企业。政府打造好市场环境和创

新土壤，智能制造、电子商务、分享

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自然能“孕育

开花”。

变化三:从“被动应对”
到“主动预案”

企业是经济中最基本、最活跃

的细胞。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经

济下行压力，与年初调研时相比，大

多数企业从等待观望、被动应对，转

为主动调整、提前预案，用更积极作

为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不断加剧的国际贸

易摩擦，让更多企业意识到外部环

境变化是大势所趋；以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又让企业更深感受到被

颠覆的风险。

一些外向型企业眼光变了，开始

在国内市场寻找机会，细分市场谋求

突破；一些传统制造业思路变了，加

速告别低端产能，更加重视核心技

术，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一些企业规

划变长期了，作出了更长远的发展

规划……

比如，传统原材料企业鲁西化

工，现在天天关注国际市场变化，

大数据分析已成为“家常便饭”；光

电企业京东方，创新储备各种未来

显示“黑科技”，确保 30 年技术不

落后；汽车企业中通客车，将新能

源客车的市场需求精准分析到各

品种、各地区，定下未来 5 年的销

售目标。

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最有效方

案，必定来自企业、源于市场。不仅

关注哪有市场、哪有需求，更关注“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企业的努力作

为、积极应变既让自身立于不败之

地，更让中国经济未来可期。

三个“小变化”隐藏转型“大密码”

十大数据透视中国经济“上半场”走势

“万物智联”：“5G+物联网”让城市更智慧
7月18日，在江西鹰潭举行的2019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上，工作人员在展示模拟人类动作

的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周 密 摄

新兴产业中有核心竞争力的小项目更具吸引力；有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不再忙于
跟政府“打交道”；大多数企业主动调整、提前预案，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6.3%的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