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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潘洁 王雨萧 张晓洁

行至年中，中国经济走势备受关注。
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6605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

今年以来，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
部环境，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
宏观政策，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
上，“稳”的态势持续，“进”的步伐坚定，

“新”的动能累积，“畅”的循环改善，中国
经济大船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破浪前
行。

迎难而上
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细看上半年中国经济答卷，底盘之
“稳”的特点十分鲜明。

从经济增长看，上半年我国GDP同
比增长5.3%，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
提升 0.3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5.4%，二季度GDP同比增
长5.2%。

从就业看，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平均值为5.2%，比一季度下降0.1个
百分点。其中，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

从物价看，尽管受国际输入性因素
和食品价格下行影响，上半年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略有下降，但 6 月份 CPI
在连续 4 个月下降后转涨，同比上涨
0.1%，其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创近 14 个月以来新
高。

从国际收支看，上半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创同期新高；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 33174 亿美元，连续 19 个月稳定
在3.2万亿美元以上，并连续6个月保持
增长。

“国民经济顶压前行、稳定运行，主
要指标好于预期，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当天
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稳住经济大盘的同时，我国经济发
展质量稳步提升。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加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
合发展力度，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继
续保持较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增速快
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3.1个百分点。1
至5月份，规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增长接近10%。

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
可谓来之不易。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变乱交织，美国
推出一系列单边关税措施，严重扰乱全
球经贸活动，损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
同时，国内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调整阵痛
持续释放，部分行业企业经营面临困难。

正视困难、沉着应变。4月25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着力稳就
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并作出一
系列重要部署。

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各
部门加快推出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举措，各地强化就业优先导
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多措并举帮助企
业应对外部困难挑战、增强自身竞争力、
提振发展信心。

“总的来看，上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
宏观政策发力显效，经济运行延续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
力。”盛来运说。

动能累积
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冰雪运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热，“银
发列车”穿梭于春日花海，《哪吒2》以超
150 亿元的票房获得上半年票房冠军，
Labubu 掀起社交平台上的“开箱狂欢”，

“苏超”带动主场城市酒店预订量大幅增
长，无人机演绎的灯光秀点亮夜经济……

回看上半年，消费市场热度不断攀
升，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成为中
国经济活力的生动注脚。

数据显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从市场销售
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55
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二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4%，比一季度加
快0.8个百分点，逐季提升。

“今年消费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
盛来运说，服务消费占比提升，假日消费
拉动作用增强，部分升级类消费增速加
快，绿色消费渐成新风尚，“中国游”“中
国购”持续升温，新的消费模式和业态层

出不穷。
消费新动能持续拓展的同时，产业

新动能也在不断壮大。
DeepSeek 横空出世，人形机器人登

上春晚扭秧歌，全球首次“人机共跑”的
半程马拉松拉近与未来的距离……一系
列创新成果令世界瞩目，持续为新兴产
业发展提供动力。1至5月份，我国有效
发明专利申请量接近 500 万件，增长
12.8%。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 2025 科研
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并仍在迅速扩大领
先优势。

中国的数字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数
字技术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不少企业特
别是传统行业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应
用实现提质增效，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左
右。

一个个新鲜出炉的数据，从不同维
度勾勒出中国经济结构向优、动能向新
的轨迹——

三次产业中，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为 59.1%，对 GDP 增长贡献
率超过60%，服务业“压舱石”作用突出；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超过30%，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
长达53.3%，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上半年，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5.1%，
旅客周转量增长4.9%。6月末我国广义货
币（M2）同比增长8.3%。人流、物流、资金
流持续改善，经济循环更加畅通……

“今年以来，为应对外部挑战，我国
把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扩大内需、
促进生产、畅通循环。”盛来运说，上半年
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8%。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新动能持续成长壮大，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步伐稳健，高质量发展向优向新。

坚定信心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近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
分别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4 个和
0.2个百分点，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维
持总体稳定，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
高盛等国际投行纷纷上调我国经济预
测。

看好中国经济、重估中国资产，市场

活力信心的持续增强，从不少指标数据
中也可见一斑：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
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
期指数和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位
于扩张区间。

“尽管外部环境还有不少的不确定
性，内部结构调整的压力较大，但综合判
断，下半年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是有
支撑的。”盛来运说，上半年经济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和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
打下了较好基础。同时，多年来高质量
发展的大势和实践提高了经济可持续发
展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发布《关于金
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推
出19条举措更好满足消费领域金融服务
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大稳就业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近
段时间，一系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为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
撑。

盛来运说，现在外部环境仍然复杂
多变，内部结构性矛盾还没有根本缓解，
经济运行的基础还需要加固。下阶段，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东出台促进经济持续向好服务做
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方案，湖北发布加快
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方
案，天津发布推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

文化和旅游部于 7 月至 8 月举办
2025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创业资源对接服
务季活动，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深入实施
2025年家政兴农行动……

各地各部门坚定信心、干字当头、奋
发进取，强化政策谋划实施，加强工作协
同配合，在促进经济持续向好中夯实做
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

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谋发
展。中国经济劈波斩浪、穿越周期、稳健
前行，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和确定性。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稳中向好 韧性凸显
——从半年报看中国经济形与势

■ 吴雨 彭扬

14 日，上半年我国金融统计数据出
炉。今年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
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果如何？信贷
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领域？下阶段货
币政策走向如何？中国人民银行有关
负责人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进行了解读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
数 据 显 示 ，6 月 末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268.56万亿元，同比增长7.1%；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430.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广义货币（M2）余额 330.29 万亿
元，同比增长8.3%。

“从上半年的金融数据看，货币政
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
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澜介绍，为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
行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 5 月
份出台实施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促进
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动社会综合融资
成本下降，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营造适
宜的环境。

当前，信贷仍是社会融资主要渠
道。上半年，我国信贷总量保持平稳增
长，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12.92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闫先
东认为，上半年信贷呈现“总量增长、结
构优化”的特征，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
信贷支持保持较高水平。

近 13 万亿元的信贷资金主要投向
了哪里？数据给出了答案：投向企业的
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大头。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上
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57万亿
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89.5%，占比较上
年同期提高了6.6个百分点。

“中长期贷款增加7.17万亿元，是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的主要构成，表明
金融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
来源。”闫先东介绍，住户贷款增加 1.17
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贷款增加 9239 亿
元，体现了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对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活动的支
持力度。

从行业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
化。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新增贷款
主要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业等重点领
域。具体来看，6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8.7%，上半年增加9207
亿元；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
增长7.4%，上半年增加2.18万亿元。

闫先东介绍，今年以来，金融“五篇

大文章”领域贷款呈现“总量增长、覆盖
面扩大”的特点。5 月末，金融“五篇大
文章”贷款余额 10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其中，科技贷款余额43.3万亿元，
同比增长12%；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领
域的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27.4%、11.2%、
38%和9.5%，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信贷只是社会融资渠道之一。今年
以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稳步提升，有
效发挥了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支持作用。

发布会上的信息显示，2025 年上半
年，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 44.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6%；债券净融资 8.8 万
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
38.6%。

“上半年债券融资继续向重点领域
倾斜，民营企业债券发行 3500 多亿元，
绿色、科技等相关债券发行超过 1 万亿
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负责人
曹媛媛介绍，5 月债券市场“科技板”推
出以来，债券市场已有 288 家主体发行
科技创新债券约6000亿元，其中银行间
市场发行超过4000亿元科技创新债券，
促进了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也为
传统产业运用新技术成果提供了有力
支持。

融资成本是企业和居民关注的重点

之一。今年以来，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
位下行，助力企业和居民“轻装上阵”。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约 3.3%，比上年同期低约 45 个基点，新
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比上
年同期低约 60 个基点。6 月，公司信用
类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2.08%，较去年同
期下降32个基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
一步降低。

谈及下阶段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
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已会同相关部门发
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
指导意见》，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各金融
机构加快推动意见落地见效，全力做好
金融服务消费工作，为提振和扩大消费
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货币政策传导需要时间，已经实施
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还会进一步显现。”邹
澜介绍，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
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
实施的力度和节奏，更好地推动扩大国
内需求、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
支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
务。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透视上半年金融数据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GDP 同比增长5.3%，高于去年同期

和去年全年，主要指标好于预期，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上半年，中国经济顶
压前行、稳定运行、稳中向好，交出一份
过关的、含金量很高的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显现克难攻坚的历程。
今年二季度以来，国际形势急剧变

化、外部压力明显加大，广大企业持续承
压。各地区各部门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
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
市场、稳预期；广大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
体系、巨大的内需市场，抓创新、谋升级、
拓国内、搏海外……同舟共济、齐心协
力，一家家企业站稳了脚跟，中国经济乘
风破浪向前，充分彰显了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的底气、韧性和实力，再次证明“办
法总比困难多”。

透过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更看到
了前行道路上应有的、一贯的奋进姿态。

时钟滴答作响，离“十四五”规划收
官越来越近。行进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
意义的时间节点，面对下半年各种不确
定因素，我们要落实落细党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奋力推
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以高质量发
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我们必
将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跨过“娄山关”，越过“腊子口”，决战
决胜“十四五”，中国经济勇向前。
（转自2025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4版）

透过经济半年报我们看到了什么
■ 刘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