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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6 月 18
日刊发文章《主要指标有所

回升 经济延续向好态势》。

文章称，5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7％，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5.6％，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8.6％，1 至 5 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 4.0％……国家

统计局 6月 17日公布的多项

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

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生产

稳定增长，需求持续恢复，转

型升级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专家表示，下一阶段，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

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

挑战，但是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经济有望延续回升向好

的态势。

从 5 月份数据来看，消

费、投资、外贸等领域部分指

标均呈现出亮点。

消费方面，在“五一”假

期效应、“618”网络购物节促

销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等因素带动下，5 月份，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9211 亿

元，同比增长 3.7％，比 4 月

份加快 1.4个百分点，环比增

长 0.51％，创近期新高。此

外，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

前 5 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 7.9％。

“今年以来，消费市场

总体上来看持续呈现恢复向

好的态势，这是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的体现，同时也

是经济内生动能持续恢复、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

华说。

投资方面，1 至 5 月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4.0％，其中制造业投资、高

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

长 ，分 别 增 长 9.6％ 和

11.5％；在大规模设备更新

政策作用下，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增长加快，拉动效应

大，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52.8％。

“今年以来，制造业投

资保持高位，持续领跑三大

投资板块，背后是政策面持

续加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支持力度，加之当前各地

正在着力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今年制造业投资将获

得更大幅度的政策倾斜。”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说。

外贸方面，5 月份，货物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6％，

比上月加快 0.6 个百分点。

前 5 个月，进出口累计规模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劳动

密集型产品、家用电器、集成

电路、船舶等产品出口额均

实现较快增长。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温彬认为，展望下一

阶段，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

峻性、不确定性升温，但外需

继续保持韧性，出口短期内

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并对相

关产业链形成提振。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指

标还折射出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态势向好的信号。例如，5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4.4
个百分点；智能无人飞行器

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0％，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行业增加值增长 19.7％；1至
5 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11.5％，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较 1 至
4月份提高 0.8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5 月份，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

有所回升，新动能较快成

长。”刘爱华表示，近期，许

多国际机构、国际组织都上

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预

期。展望下阶段经济运行走

势，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

挑战，但是经济回升向好、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从生产需求、政策支撑等因

素分析，经济有望延续回升

向好的态势。

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

政策密集出台，其效力正持

续显现。例如，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

策，对工业、投资和消费的带

动作用在最近两个月的数据

中都有所体现。有关部门和

地区积极适应房地产市场形

势变化，适时调整和优化相

关政策。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

一些政策的出台实施时间

还比较短，随着政策的进一

步落实落地落细，相关政策

效能还将进一步释放，持续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刘爱

华说。

不过，专家也表示，在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

下行压力仍需警惕，国内有

效需求仍显不足，内生动能

仍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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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

采访时称，目前要强化宏观

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特别是要加大政府公共投资

力度，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大规模政府公共产品投

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带动需求

恢复。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 新华社记者 李昱佑

新华社太原 6 月 17 日电（记

者 许雄）“现在出门坐公交车比自

己开车都方便。”山西省晋城市居民

李香花正要乘公交车去探望女儿。

李香花乘坐的这趟车是晋城

市开往河南省郑州市的跨省城际

公交。这条线路每天 6 时至 21 时

密集发车，工作日票价 20元。

“票价便宜，节假日还免费。”

经常乘坐这趟车的旅客王德胜说，

城际公交这几年帮他省下不少钱。

晋城市是山西省的东南门户，

与河南省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十

分密切。在《中原城市群发展规

划》中，晋城市位列其中。为深度

融入中原城市群，2018 年，晋城市

开通至河南省郑州市、焦作市的跨

省城际公交线路，进一步便利两省

多地人员往来。

“近年我们还陆续开通晋城至

河南济源，以及省内的晋城至长

治、临汾线路。其中晋城至郑州、

焦作、长治 3 条线路均实行节假日

免费乘坐。”山西汽运集团晋城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晋

国说。

便利、实惠的城际公交开通

后，带来了“人气”。在晋城客运东

站，乘车旅客络绎不绝。客运站工

作人员介绍，这里每天发送旅客超

8000人次。

“今年 1至 5月份，城际公交线

路共发送 15243班次，月均超 3000班
次。我们公司的客运量较城际公交

开通前增长了约 3倍。”杨晋国说。

五条城际公交线路将两省六

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加

强了晋城与中原城市群及周边城

市的人员往来，也在促进消费方面

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带来了

“财气”。

“早上来晋城，转趟车直达景

点，晚上还能坐车回家，简直太方

便了。以后我会把晋城的景点一

个一个全逛完。”一位来自河南焦

作的游客程女士说。

“城际公交越过大山，把游客

接来晋城赏美景、吃特色美食，也让

本地人更多走出去。这不仅是隐藏

需求的释放，更创造了许多新的需

求。”晋城一家旅游公司负责人说，

他估计未来他们还会越来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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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发车的跨省城际公交。

新华社发 程才 摄

安全监管系统实时监测司机驾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