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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际，我
国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出炉，各个行
业都出现喜人变化。今日中国，正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行，昂扬奋进！

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
绍，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成绩来之不易。

一是从宏观指标看，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

从经济增长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
长动能偏弱，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
压力较大，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诸多困
难和挑战。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
济表现依然较好，一季度GDP增速快于美
国、欧元区、日本等，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
势，预计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领
先，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
力量。

从就业看，尽管面临总量和结构性压
力，但经济增长特别是劳动密集度高的服
务业持续恢复，为稳定扩大就业提供了支
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从物价看，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收
入稳定，市场供需关系有所改善，物价水平
温和回升。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1%，其中二季度上涨
0.3%；核心CPI基本稳定，同比上涨0.7%。

二是从发展质量看，转型升级稳中有
进，产业向“新”向“绿”转型态势更加明显。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为
15.8%，比一季度提高0.6个百分点；集成电
路、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
等智能绿色新产品表现亮眼，产量均保持
两位数增长。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催生新的消费场景，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
消费新模式不断涌现，带动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8.8%。绿色发展方面，上
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太阳
能发电量合计同比增长 13.4%，占规模以
上工业发电量比重提升；单位GDP能耗继
续下降。此外，夏粮再获丰收，能源安全保
障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守住了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尽管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
升，交出一份可圈可点、沉甸甸的成绩单。

一是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
正在逐步释放。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上半
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7.3%，
拉动投资增长 2.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54.8%；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0%，高
于制造业投资0.5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
更新带动了相关设备生产较快增长，惠及
多个重点行业。上半年，规模以上金属冶
炼设备、机床数控装置、农产品加工专用设
备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9.7%、19.2%、49.4%。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潜
力有序释放。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1%，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上半年，狭义
乘用车零售量984万辆，同比增长3.3%；其
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411万辆，同比增
长33.1%。

二是房地产市场活跃度近期有所
提升。

各地区各部门因城施策，积极调整优
化房地产政策，扎实做好保交房工作，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政策效应逐渐释
放。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
售额同比降幅比1—5月份收窄1.3个百分
点、2.9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房地产
开发企业到位资金降幅也有所收窄。近几
个月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也有所增长，一
线城市6月份成交面积环比增长较快。同
时，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积极
推进，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0.9个百分点。
也要看到，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转
型过程中。

三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发行
使用为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保障。

有关部门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和中央预算资金，合理安

排发行、使用进度，推动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建设，为推进投资领域提质增量提供了
必要资金保障。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5.4%，比全部投资快1.5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2个百分点。

四是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大国重
器频频“上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
入了新动能。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8.7%，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保持两位数增长；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
人、智能手表等智能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
长51.6%、22.8%、10.9%。上半年，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快于全部投资6.7
个百分点。

五是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能源生
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34.3%，配套产品充电桩、汽车用锂离子动
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5.4%、16.5%。与此
同时，清洁能源体系加快建设。初步测算，
上半年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重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

六是高水平开放继续深化。
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外部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出
口质升量稳，进口规模稳步扩大，对经济
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上半年，汽车、船
舶、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22.2%、91.1%、25.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9%。我国积极
拓展世界经贸合作“朋友圈”，上半年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额同比增
长7.2%。

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6.1%

据海关总署网站7月12日消息，今年
上半年，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质量持
续提升、规模较快增长。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21.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
增长6.1%。其中，出口12.13万亿元，增长
6.9%；进口9.04万亿元，增长5.2%；贸易顺
差3.09万亿元，扩大12%。

按美元计价，上半年，进出口总值2.98
万亿美元，增长 2.9%。其中，出口 1.71 万
亿美元，增长3.6%；进口1.27万亿美元，增
长2%；贸易顺差4350亿美元，扩大8.6%。

海关总署介绍，上半年进出口主要特
点如下：

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季度走势持续向好
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

过21万亿元；进出口增速逐季加快，二季
度增长7.4%，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别
高2.5个、5.7个百分点，外贸向好势头得到
进一步巩固。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
均增长

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出口 13.76 万亿
元，增长5.2%，占外贸总值的65%。其中，
出口 8.01 万亿元，增长 8.5%；进口 5.75 万
亿元，增长 1%。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3.66万亿元，增长2.1%，占17.3%。其中，出
口 2.32 万亿元，下降 1.3%；进口 1.34 万亿
元，增长8.5%。

此外，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2.96万
亿元，增长16.6%。其中，出口1.12万亿元，
增长13.2%；进口1.84万亿元，增长18.9%。

上半年进出口贸易有以下特征：对东
盟、美国、韩国进出口增长；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增长；铁矿砂、煤、
天然气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

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152.7%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
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家移民管理局5日发
布 2024 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
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
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其中通
过 免 签 入 境 854.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90.1%。预计今年下半年外国人来华热度
将持续升温。

去年以来，我国先后对法国、德国、澳

大利亚等15个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新增与新加坡、泰国等 7 个国家互免签
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
规司司长林勇胜介绍，相关政策的实施，为
增进国家互信、经贸交流、人员往来发挥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林勇胜说，随着免签“朋友圈”的不断
扩容，各项政策加速落地，外国游客“说来
就来”游中国成为现实。预计今年下半年
外国人来华热度将持续升温。

此外，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87亿人次，同比增长
70.9%，各地出入境窗口申请办证人员数量
持续攀升。林勇胜介绍，将不断推出便民
利民举措。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统筹“加窗、加警、加号、加
时”和“延时办”“错峰办”“周末办”“专场
办”等方式，最大程度便捷广大群众。

生猪价格持续上行

猪肉价格在整体物价指数中的权重
最高，所以猪肉价格波动对物价指数影响
最大。

经济学家认为，猪肉价格指数与通货
膨胀成正比。猪肉价格越贵，通货膨胀越
厉害；猪肉价格越便宜，通货紧缩越严重。

近期，多家上市猪企相继公布上半年
业绩预告，揭示了生猪养殖行业在市场回
暖的带动下，正逐步走出困境，迎来业绩向
好的重要转折点。这一系列积极信号不仅
反映了行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也预示着新
的发展机遇正在显现。

7月10日晚，牧原股份率先披露，预计
2024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将达到7亿至9亿元，较去年同期显著
增长125.19%至132.38%。公司明确指出，
扭亏为盈的关键在于生猪出栏量和销售价
格的双双上升，以及养殖成本的有效控制。

同日，正邦科技、大北农、唐人神等多家
企业也发布了类似的乐观预期，其中唐人神
更是实现了扭亏为盈。大北农与正邦科技
虽然预计仍有亏损，但相比去年同期，亏损
额度大幅缩小，显示出明显的减亏趋势。

唐人神则直接宣布，由于二季度生猪
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成功实现扭亏为盈，上半年净利
润预计增长100.6%至100.9%，盈利区间在
400万元至600万元之间。

在此之前，新希望也在7月5日发布了
半年度业绩预告，预期上半年净利润同比
减亏 59.77%，亏损额从去年同期的 29.83
亿元缩减至12亿元。

综合上述企业的报告，可以明显看出，
二季度生猪行情的回暖成为猪企业绩改善
的主要驱动力，猪价回升及养殖成本的降低
共同促进了上半年整体业绩的大幅减亏。

事实上，从市场数据来看，自 5 月以
来，生猪价格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波动后，
展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根据农业农村
部监测，截至 6 月 28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
市场猪肉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8.3%，显示出市场需求的复苏和供给面
的调整。生意社7月10日的数据显示，生
猪（外三元）基准价为18.43元/公斤，较月
初上涨4.54%。

行业分析师普遍认为，上半年的生猪
市场供需关系趋于好转，尤其是受到二次
育肥的推动、市场看涨情绪以及供给阶段
性紧张的影响，猪价得以快速回升。进入
三季度，尽管短期内猪价可能会受到供需
波动的影响，但多数观点认为，随着8-9月

市场供应紧张问题的再次浮现，猪价仍有
上行空间。

方正证券、光大期货等机构均预测，猪
价未来走势有望超预期，成本下降和需求
回暖将成为推动猪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动
力。华夏基金策略团队也强调，下半年生
猪供需缺口的扩大或将促使猪价进一步上
涨，生猪养殖企业的盈利水平有望超出市
场预期。

三大航扭亏决战下半年

7月11日，三大航（中国国际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均发布2024年
上半年业绩预报。2024年上半年，三大航
亏损进一步收窄，共减亏 50.95 亿元—
68.15 亿元。在业绩预报中，三大航均提
到，国内客运市场竞争加剧、国际市场运力
尚未恢复、油价高位波动等是亏损的主要
因素。2023年以来，三大航也在积极增开
国际航线，推进精细管理并提质增效。东
航在业绩预报中表示，上半年运输总周转
量和旅客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 54.31%、
30.41%，客座率同比提高9.44个百分点，生
产经营回升向好。目前，民航客运市场最
关键的暑运阶段已经开启，三大航也紧抓
这一旺季，积极恢复、增投国内和国际运
力，争取在三季度进一步改善经营状况。

在国内客运市场方面，民航业内人士
林智杰表示，亏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今年
上半年民航市场的需求相对不足。在去年
旅客集中“报复性出行”过后，今年上半年，
民航市场回归理性。

此外，与高铁的竞争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根据航班管家的数据，相比2023年同
期，2024年上半年航班净减量Top10国内
城市线多为短途航线，部分航线受高铁竞
争影响。

在国际航线的恢复上，国航表示，报告
期内，国际航线整体恢复进程低于预期；南
航也表示，国际市场恢复面临挑战。

根据航班管家发布的数据，2024年上
半年民航国际航班量恢复率在逐步提升，6
月已恢复至2019年的73.2%。在上半年的
国际航班量Top15国家中，中国往返阿联
酋、英国的航班量已超2019 年；中国往返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
亚、德国的航班量恢复率超八成；中日航班
量恢复到 73.6%；中美航班的恢复率仍然
处于低位，恢复到21.8%。

东航在业绩预报里提到，由于部分航
线受到当地航权时刻限制、机场保障资源
不足等因素影响，公司在北美、日本等部分
国际市场的运力尚未完全恢复。

笔者查阅国航和南航发布的月度运营
数据发现，其各项指标也在持续提升。
2024年1—5月，国航客运运力投入（按可
用座位公里计）累计同比增长31%，旅客运
输量（按收入客公里计）累计同比增长
47.6%，客座利用率累计同比提升8.9%；南
航客运运力投入累计同比增长23.73%，旅
客运输量累计同比增长37.06%，客座率累
计同比提升8.08%。

目前，暑运已经开启 11 天，这也是国
内航空公司改善经营状况最重要的一个季
度。有民航业内人士表示，三大航能否扭
亏，重点依据三季度的恢复情况。

林智杰表示，目前能观察到，今年的暑
运市场票价明显低于往年，三大航全年的
盈利仍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不过，笔者此前从三大航分别了解到，
针对暑运出境热点，国航加大国际航线运

力投入，开航、复航以及加密多条国际航线
航班，其执飞的国际和地区航线将恢复至
2019年的90%以上；东航国际及地区航班
在暑运期间将恢复至 2019 年的 102%，国
内往返中东的航班量是2019年的近2倍，
从东航主基地上海始发的国际及地区航班
达2019年同期的109.4%；而南航加快恢复
东南亚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航线，计
划新开、复航15条国际及地区航线。

在国际航线恢复提速、航司进一步提
质增效的情况下，三大航的扭亏决战也将
打响。

汽车产业发展稳中有进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
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主要经济指
标呈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尤为
亮眼。

主要指标呈增长态势。
乘用车方面，1—6 月，乘用车产销累

计完成1188.6万辆和1197.9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5.4%和 6.3%。在乘用车主要品种
中，与上年同期相比，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产销呈两位数增长。

商用车方面，1—6 月，商用车产销累
计完成200.5万辆和206.8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2%和4.9%。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客
车和货车产销均呈不同程度同比增长。货
车方面，中型货车增速最为显著。客车方
面，大型客车和中型客车增速更为明显。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4中国汽车论
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稳中有进，
呈现三大亮点：一是汽车销售完成了
1404.7万辆，同比增长6.1%。二是电动化
发展再上新台阶，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
新车总销量的 35.2%，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6.9个百分点。三是智能化发展开启了新
征程，20 个城市启动“车路云一体化”试
点，9个企业（联合体）开展智能网联汽车
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组合辅助驾驶
功能汽车销售占比超过50%。

新能源市占率稳步提升。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尤为亮

眼。1—6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
成492.9万辆和49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0.1%和32%，市场占有率达到35.2%。“自
协会有统计以来的10多年，截至今年6月
底，国产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超过3000
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
表示。

分驱动形式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
纯电、插电式混动和燃料电池汽车上半年
产销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插电式混
动车型上半年累计销售 192.2 万辆，同比
增长85.2%。

值得注意的是，6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
占有率达到 41.1%，这是我国新能源汽车
市占率首次超过40%，标志着我国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成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付炳锋
在第14届中国汽车论坛上表示，上半年，
新能源汽车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预计
全年产销有望实现1150万辆，中国成为全
球新能源汽车竞争的主战场。

在新能源汽车的加持下，中国品牌乘
用车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上半年，中国
品牌乘用车销量到达741.9万辆，同比增长
23.9%，市场份额为61.9%。6月，中国品牌
乘 用 车 销 量 为 143.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8.8%，市场份额达到 64.6%，创下上半年
新高。

自主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中国自主品牌在海外的市场份额持续

提升。上半年，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60.5
万辆，同比增长13.2%。

上半年整车出口前十企业中，比亚迪
出口20.7万辆，同比增长1.6倍；长城出口
20.2 万辆，同比增长 62.6%；长安出口 28.5
万辆，同比增长 60.4%。“今年汽车出口是
重要增长点，相关企业在开发国际市场上
做了大量工作，也有部分企业通过长期积
累，在国际市场实现快速增长。”陈士华说。

投资建厂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抢占海外
市场的重要方式。以比亚迪为例，目前已
在巴西、匈牙利、泰国等多个海外地区投资
建厂，新能源汽车足迹已经遍布88个国家
和地区的超40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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