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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申铖 孙现富） 财政部 16 日

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107846
亿元，同比增长 3.4%。其中，

全国税收收入达 92424 亿元，

同比增长 0.9%，比一季度增幅

回落 4.5 个百分点，减税降费

政策效果持续加大。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达 51589
亿元，同比增长 3.4%；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达 56257
亿元，同比增长 3.3%。全国非

税收入达 15422 亿元，同比增

长 21.4%。

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中

心主任刘金云表示，上半年，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减

税降费效果持续加大，相关收

入同比下降或增幅回落。

从主要收入项目来看，上

半年，国内增值税达 35570 亿

元，同比增长 5.9%；国内消费

税 达 84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3%；企 业 所 得 税 达 25199
亿元，同比增长 5.3%；个人所

得税达 5639 亿元，同比下降

30.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

税 达 829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7%；关税达 1405 亿元，同比

下降 3.4%。

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 123538
亿元，同比增长 10.7%。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达 1689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达 1066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

政 府 性 基 金 方 面 ，上 半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达 3178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地方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

比增长 1.6%，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下降 0.8%。

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达 37150 亿元，同比

增长 32.1%。其中，中央政府

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

长 8.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相关支出同比增长 32.8%，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增长 11.5%。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 陈炜伟 申铖） 国家统

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初步核

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450933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6.3%。分季

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4%，

二季度增长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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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毛盛勇当天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说。

生产方面，工业生产基本

平稳。统计显示，上半年，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5个百分点。6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 5月

份加快 1.3个百分点。服务业

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全

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3%，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

分 点 ；其 中 6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7.1%，比 5 月份加快 0.1 个百

分点。

需求方面，市场销售稳中

有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8.4%，增速比

一季度加快 0.1个百分点。投

资增势也保持基本平稳。上

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5.8%，增速比 1 至 5 月份

加快 0.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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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此 外 ，经 济 结 构 继 续 优

化。统计显示，上半年，第三

产业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的贡献率为 60.3%，高于第

二产业 23.2 个百分点。最终

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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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盛勇还表示，也要看到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

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较突出，经济面临新的下

行压力。

从“三来一补”到“模仿创新”，再到“源

头创新”，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

断爬坡跃升。

突破技术方案新路径，布局大科学装置

孵化器，构建科技治理体系新机制……一批

“春笋企业”正在深圳不断出现。窥斑见豹，

新“中国制造”的强劲动能在其中持续孕育。

发力源头创新
“春笋企业”破土而出

人脸通关闸机、人证核验系统、智能手

机 3D 摄像头……成立刚 1 年的光鉴科技，

一年中经历 3轮融资，正在快速成长。

清华本科、海归博士毕业的公司创始人

朱力说，针对智能手机 3D摄像头的 3D结构

光方案，光鉴科技另辟蹊径，提出了不同于

国际巨头企业的全新架构，并申请了多项国

内外专利。光鉴科技的 3D结构光模组已在

主流旗舰智能手机上调试成功，并开始与一

线手机厂商合作。

如今，像光鉴科技这样茁壮成长的创新

“春笋企业”，正在深圳不断破土而出。7月

初，激光显示领域代表性企业之一光峰科技

科创板注册生效。“在创新的道路上不能只

做追随者，要用颠覆式创新打破传统巨头的

技术掌控。”光峰科技创始人李屹说。

在创新“新势力”的带动下，深圳 1-5月

高新技术产业增势强劲。其中，先进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0.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1.0%。

得益于肥沃的“创新土壤”，更多的“种

子”正在持续孕育。为了补齐企业早期融资

难短板，助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发展，深圳

市政府去年发起了战略性、政策性基金——

深圳天使母基金，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

方式运营管理，首期规模为 50亿元人民币，

计划 3年内完成投资。

同时，深圳还开展创新型高成长企业培

育行动，计划 3 年内培育 10000 家，并认定

100家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布局基础研究
校企联动擦出火花

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生物研究设

施、材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位于广

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重要节点位置的深圳

光明科学城，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建成

后，它将成为世界大科学装置、国际科研人

才集聚的重要区域，有望成为“春笋企业”的

重要孵化器。

“经过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应该加

强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也就是源头创新、

基础研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表示，

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光明科学城对深圳发展

将起到重要作用。

从光明科学城南下，同样位于“创新轴”

的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正成为湾区企业发展

的强劲“智核”。

南方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如今，西

丽湖国际科教城已有超过 4 万名高等院校

师生，校企联动正为“春笋企业”突围新“中

国制造”不断输送强劲动能。

芯思杰公司与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合作

后，利用学校的先进设备和前沿理念，结合企

业自身的产业经验，很快“擦出了火花”。“公司

去年销售约 2.5亿元，年增速超过 100%，已经

成为光学材料、光芯片批量化生产的行业先进

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建近来信心更足了。

政策创新“松绑”
完善科技治理体系

把科研项目的立项权交给企业，不再让

“外行评内行”，开拓建立支持非共识创新机

制……政策创新“松绑”，更加完善的科技治

理体系正为“春笋企业”营造舒适成长环境。

非共识创新是指与已知的科学知识不

相吻合的创意和设想，还得不到业界和同行

的普遍认同。这类创新往往与权威论断不

一致，又因创新性太强而实现难度大、风险

高，容易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从而很

难得到支持。

从“非共识”到“共识”，虽然漫长艰辛，

但可能孕育着“春笋”。记者了解到，深圳正

积极开拓建立支持非共识创新机制，如在基

础研究领域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的

制度，扩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立项自主权，

支持有创新价值但没形成共识的项目。

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国家此前实施的

“概念验证计划”，如在高校为科研人员提供一

定“点火资金”，用于科研人员证明其科研成果

具有商业价值，由此孵化了众多创新型企业。

深圳借鉴这一机制，支持在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等设立“创新验证中心”，为那些通

过常规渠道难以获得资助的早期创新活动

提供种子资金、基本设备和创新孵化服务。

“很多大学生的思维很活跃，有很多好

的创意想法，但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去验证

这些创意是否可以转化成现实产品、是否有

商业价值。”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吴思康说，探索设立“创新验证中心”，将可

能让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和科研人员，无忧

迈出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步。

新华社深圳7月15日电

7月15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渝北区的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内作业。
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发挥产业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扩大智能装

备应用，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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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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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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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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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3——
消费：“买买买”近 20 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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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1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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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4——
外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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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5 ——
外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2万余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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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6 月，全国新设立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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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6——
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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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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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7——
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67%，服务业蓬

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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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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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8——
物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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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9——
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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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10——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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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破土而出 迎风而立
——从深圳“春笋企业”看新“中国制造”

□ 新华社记者 孙飞

上半年全国财政
收入同比增长3.4%

十大数据透视2019年中国经济“上半场”走势
□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舒静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
（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 国家

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上半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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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收入和供给质量的

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正从实物

型向服务型转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

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分析，目

前，旅游、文化、信息等服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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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潜

力，为经济发展激活消费引擎。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10330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

增长 7.5%，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5.2%。

从结构看，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2950
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28.6%；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731
元，占比为 7.1%；人均居住消费

支出 2389元，占比为 23.1%；人

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621元，占比为 6%；人均交通通

信消费支出 1387 元，占比为

13.4%；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支出 1033元，占比为 10%；人均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941元，占比

为 9.1%；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

消费支出278元，占比为2.7%。

中国经济上半年
同比增长6.3%

服务消费已占居民
消费“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