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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答卷·宏观运行篇

从半年报解读中国经济“韧性密码”
《经济参考报》7 月 16 日刊发记者韦夏怡采写的文章《2025 年中答卷·宏观运行篇丨从

半年报解读中国经济“韧性密码”》。文章称，7月15日，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正

式出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6053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国民经济顶压前行、稳定运行，主要指标好于预期，“稳”的需求

多维升温、“新”的动能累积、“畅”的循环改善，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我们将坚定不移办

好自己的事情，以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表示。















“稳”的需求多维升温

回顾上半年，一季度经济实现

“开门红”，GDP 同比增长 5.4%；二季

度继续保持较强韧性，GDP同比增长

5.2%。这其中，一组组新鲜出炉的需

求端数据印证了持续释放的市场活

力。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

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驾马

车 ”对 GDP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52% 、

16.8%、31.2%。

——内需消费“主动力”足。上

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比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消

费是促进 GDP 增长的主动力。”盛来

运指出。这其中，二季度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52.3%，较一季

度又略有提升。

服务消费持续为市场注入“新活

力”。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商品零售额增长 5.1%。消费结

构中，服务消费的占比仍在提升。

绿色消费渐成新风尚，部分升级

类消费增速加快。综合来看，新能源

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电消费增长

仍然较快。“上半年，我们整体营业额

同比增长 125%，以旧换新消费补贴同

比增长 56%。其中，智能家居、通讯

同比增速领先。”重庆杨家坪京东

Mall 店长孙剑告诉记者。另据公安

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6月底，上半年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27.86%，创历史新高。

假日消费拉动作用增强，“中国

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上半年节日

消费大家都有直观感受。另外，相关

的文体休闲、交通出行服务消费都保

持两位数增长。”盛来运介绍道，伴随

免签“朋友圈”的扩大，来中国旅游的

游客更多，也带动了国内消费。“五

一”“端午”假期，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的外国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2.7%、

59.4%。

“除了重庆的洪崖洞、成都的熊

猫，中西部地区很多城市在海外社交

媒体上也有很高的关注度。”携程集

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

示，“预计相关业务今年有望完全恢

复，中国入境游市场仍有万亿级的增

长空间。”

——投资结构继续优化改善，多

元化贸易格局稳步构建。投资增速

虽有波动，但一些积极变化正在发

生。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长 7.5%，占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5.2%，比去

年同期提升了 1.1 个百分点；高技术

服务业投资增长 8.6%，也明显高于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现阶段高质

量发展投资潜力非常大，比如新质生

产力领域，还有城市更新改造、民生

‘补短板’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盛

来运指出。

出口贸易也继续保持韧性。上

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9%。“这是在二季度遭受外部巨大

冲击情况下取得的，显示了贸易的韧

性。”盛来运表示，目前我们实行多元

化对外开放，构建多元化贸易格局，

对单一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已降到个

位数。

“展望下半年，一系列政策性因

素的共同支持下，三季度投资增速有

望保持回升。同时，出口韧性或超预

期。”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

表示，虽然仍面临挑战，但中国制造

业持续升级和出口全球竞争力持续

提升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难以逆转

的趋势。下半年中国出口表现可能

依然高于市场预期。国际评级机构

穆迪的最新报告显示，海外收入的增

长将助力提升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潜力和经济韧性。

“新”的动能不断累积

上半年，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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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新的动

能正逐步累积。

——新兴产业茁壮成长，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连续 15 年稳坐全球制

造业“头把交椅”，“中国不能造的越

来越少、能造的越来越好”。近年来，

与技术创新更加紧密联结的制造业，

发展韧性正进一步增强。上半年，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1-5 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接近 10%。

盛来运介绍，我国现在研发经费

投入占GDP比重接近 2.7%，已经超过

欧盟平均水平，接近OECD国家平均

水平。据相关部门统计，1-5月份，我

国有效发明专利申请量接近 500 万

件，增长 12.8%。另外，从 Deepseek 大

模型到机器人马拉松赛，从航空航天

到无人驾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引

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不久前，2025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场测试赛

完赛，全部机器人通过视觉系统感

知，通过 AI 决策，自主进行比赛。该

运动会将于 8月中旬启幕。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改

造升级加快。进入数字化时代，人工

智能加快发展，数据也是生产要素，

各个地方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当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左右。

从国际上来讲，这个比重与发达国家

比，也是比较高的。”盛来运表示。同

时，受益于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支

持，传统产业也积极对接“互联网+”

“AI+”“数字+”，更新改造也在上半

年加快推进。

“畅”的循环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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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统计数据看，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在改

善。”盛来运表示。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畅”，

是政策创新与市场活力共振的结

果。“畅”循环改善本质是我国经济在

“内需主导+政策协同”下形成的“韧

性跃迁”。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

分析称，人流方面，今年上半年旅客

周转量同比增长 4.9%，这与年初以来

居民出游意愿显著提高的现象吻合，

也体现出与出行密切相关的商务活

动持续活跃。物流方面，上半年货运

周转量同比增长 5.1%，直接反映出产

业链供应链运转速度的提升，表明工

业原材料和产成品在全国范围内的

流通更加顺畅高效。

资金流方面，央行年初以来秉持

加大逆周期货币政策调节力度的原

则，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

撑，维持了市场融资环境的持续宽

松。田利辉表示，截至 6月末，广义货

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 8.3%，配合

1.4 万亿买断式逆回购净投放，表明

央行通过“总量宽松+结构滴灌”精准

匹配实体经济需求。科技、绿色、普

惠等“五篇大文章”贷款增速达 14%，

远超整体贷款 7.1%的增速，资金流向

从传统基建转向科创、养老等新兴领

域，既缓解“内卷”压力，又为产业升

级提供弹药。

“得益于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

全面畅通，上半年我国经济的交易成

本维持在较低水平，市场运行效率提

升，内需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而宏

观政策层面的畅通也为整个国内大

循环系统的加速优化提供了坚实的

顶层设计和保障。”董忠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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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半年情况看，尽管外部环境还有

不少不确定性，内部结构调整压力较

大，但综合判断，中国经济保持稳定

增长是有支撑的。”盛来运表示。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