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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惠民县风电装备产业基地涂装车间，工作人员对风电轮毂进行涂装。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舒静 宋佳

7 月 15 日，2022 年中国经济上半
年 运 行 情 况 公 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5626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 。
在超预期突发因素带来严重冲击、二
季 度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明 显 增 大 的 背 景
下，如何看这份“成绩单”？中国经济
体现出怎样的韧性？

GDP同比增长2.5%：

经济运行企稳回升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2.5%。

在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深度下跌的情况
下，二季度经济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 15 日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经济运行总体
上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但他同时指出，世界经济滞胀风险
上升，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国内
疫情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需求收缩与
供给冲击交织，市场主体经营仍比较困
难，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不稳固。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副 研 究 员
杨 光 普 表 示 ，要 把 握 经 济 恢 复 关 键
期，继续狠抓稳增长各项政策措施落
实，持续增效力激活力添动力，不断
巩固经济稳定恢复的基础，确保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消费总额超21万亿元：

有望持续恢复
上 半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10432亿元，同比下降0.7%。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速达到今年上半年以来低点，此后的 5
月和 6 月，随着疫情形势得到有效控
制，促消费政策显效，国内消费稳步回
升。特别是从 6 月情况看，国内市场销
售已出现积极变化，包括多数商品零售
增速回升，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
改善以及餐饮等服务消费明显改善等。

付凌晖认为，我国消费规模扩大，
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趋势
不会改变，加之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稳
就业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有望
保持持续恢复。

外贸同比增长9.4%：

展现出较强韧性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外贸不仅
稳步增长，且已连续 8 个季度实现同比
正增长。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
司长李魁文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
国外贸进出口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一季
度平稳开局，5、6 月份迅速扭转了 4 月
份增速下滑的趋势，为全年外贸保稳提
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
研究院教授庄芮表示，外贸企业用好用
足助企纾困政策，把握好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重要机遇，努
力稳订单，挖掘更多市场机会，全力做

到既巩固当前外贸回稳向好态势，也为
外贸实现全年目标奠定基础。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

稳增长关键作用有望增强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6.1%。从三大领域来看，制造业投资
增速最快，达到 10.4%，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7.1%。

付凌晖表示，稳投资力度持续加
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加快，重大项目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速，投资对
稳增长的关键作用有望增强。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
资均增长较快，分别增长20.2%和14.9%。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投资需求特别是在
新基建等领域潜力仍然较大，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扩大有效投资空间广阔。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0%：

快于经济增速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63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0%。
与一季度相比，该增速虽有所回落，但
是快于经济增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003
元，同比实际增长 1.9%；农村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9787 元 ，同 比 实 际 增 长
4.2%。

“尽管受到疫情等超预期因素的冲
击，居民收入依旧能够基本与经济保持

同步增长。”杨光普说，只要收入保持增
长，居民消费的基础就在。随着就业形
势不断改善、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居
民消费有望持续复苏。

CPI同比上涨1.7%：

物价形势总体稳定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1.7%。其中 6 月份上涨
2.5%，但物价形势总体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
松说，今年夏收小麦产量高、品质好，生
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牛羊禽蛋和蔬菜
水果生产正常、供给充足，保供稳价具
有坚实基础。

“进入汛期后，部分地区鲜活商品
的供应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国际输入
性因素影响可能会持续，但是我国商品
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总体是充裕的，市场
保供稳价的力度在加大，价格有望保持
温和上涨态势。”付凌晖说。

PPI同比上涨7.7%：

涨幅逐月回落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同比上涨 7.7%，低于去年全年
8.1% 的 涨 幅 。其 中 ，二 季 度 同 比 上 涨
6.8%。今年以来，PPI同比涨幅逐月回落。

与此同时，CPI与PPI“剪刀差”进一
步收窄。2021年全年二者“剪刀差”为7.2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降至6个百分点。

当 前 ，各 地 复 工 复 产 持 续 推 进 ，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逐步畅通稳定。针
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家有关部门
积极应对，及时采取供需双向调节、
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等措施，坚决遏
制价格不合理上涨，推动 PPI 涨幅有
序回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
究室主任郭丽岩表示，随着全球流动性
收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对我国
的输入性影响有所减弱。同时，国内保
供稳价效果持续显现，预计 PPI 将延续
回落态势。

新增就业654万人：

各项稳就业政策逐步落实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654 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9%，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7%。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随着经济
逐步恢复，各项稳就业政策逐步落实，
城镇调查失业率升高的趋势得到了扭
转。”付凌晖说。

从二季度情况看，25至59岁就业主
体人群的就业总体稳定，农民工群体就
业形势也出现好转，但青年人就业压力
仍然较大。

付凌晖表示，接下来必须持续抓好
稳就业工作，特别是重点群体就业。要
进一步落实稳就业政策，落实就业帮
扶，促进就业形势持续向好。

从 关 键 数 据 看 中 国 经 济 韧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