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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国家统计局15日发
布数据显示，7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生产需
求基本平稳，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

7月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7%；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环比增长
0.01%。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3.8%。

市场销售继续恢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
续扩大。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2.5%，环比下降0.06%。1至7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264348亿元，同比增长7.3%；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85898亿元，同比
增长3.4%。

货物进出口同比下降，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4563亿元，同比下降
8.3%。其中，出口20160亿元，下降9.2%；进口
14403亿元，下降6.9%。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5757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7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3%，环比上
涨0.2%。

“总的来看，7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世界政治经济形
势错综复杂，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恢复向好
基础仍待加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表示。

旅游消费有望持续回暖

随着我国消费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消费形态
逐渐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
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完全反映我国消费
市场运行是客观情况。昨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
布了服务零售额数据。

付凌晖介绍，从总量上来看，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作为反映消费市场发展情况的主要指标，
在反映我国消费市场动态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从统计口径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侧重于反映实物商品的消费，包括商品零售和餐
饮收入，但是没有包括餐饮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
消费，难以全面反映消费市场的发展情况。为
此，国家统计局开展了贸经统计方法制度改革，
拓展消费统计的范围，建立反映服务消费发展情
况的指标，即服务零售额，主要是指企业（产业活
动单位、个体户）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给个人和
其他单位非生产、非经营用的服务价值的总和。
旨在反映服务提供方以货币形式销售的属于消

费的服务价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
生、体育、娱乐等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

“从2023年8月份开始，我们将按月发布服
务零售额的累计增速。”付凌晖表示，这两个指标
有一定的交叉，主要交叉是在餐饮收入。

数据显示，1-7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20.3%，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付凌晖说，
从近期情况来看，暑期旅游出行、文体娱乐火热
情况仍有望保持。从大数据观测情况看，旅游
消费有望持续回暖。同时，随着促进电子产品、
家居消费等政策措施显效，相关消费有望逐步
改善。市场供给逐步优化也为消费扩大创造有
利条件。总体来看，随着经济恢复、居民就业改
善、收入增加以及促消费政策显效，消费有望持
续扩大。

房企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

付凌晖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调整
阶段，部分房企经营遇到一定困难，特别是一些
龙头房企债务风险有所暴露，影响市场预期。但
要看到这些问题是阶段性的，随着市场调整机制
逐步发挥作用，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优化，房企
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7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7717亿元，同比下降
8.5%。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该指标
总体上处于跌幅扩大态势。这与各地供地规模
偏弱、房企资金状况不佳等有关。

另一项反映供给端预期的房屋新开工面积
也继续走弱。数据显示，1-7月份，全国房屋新
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5%。严跃进指出，房屋
新开工面积体现房企投资端扩张的能力和潜
力，新开工面积下滑意味着房地产供应端仍然
偏弱。

从需求端来看，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下降6.5%；商品房销售额70450亿元，下降

1.5%。市场信心依然不足，楼市总体处于调整
阶段。

不过，严跃进认为，销售端后续有持续改善
的空间。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总体向好发
展、二季度一些滞后的需求会在三季度陆续释
放、各地购房政策调整正陆续到来、房地产市场
也开始走向企稳态势。

付凌晖指出，近期，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密集
发声，表示要支持和更好满足刚性、改善性住房
需求。部分二三线城市也在出台新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各地房地产政策调整优化有助于提振市
场信心。随着经济恢复向好，居民收入增加，房
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显效，居民住房消费和房企投
资意愿有望逐步改善。

下半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针对下阶段经济走势，付凌晖表示，世界
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国内经济恢复面临需求
不足，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等制约。
但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雄厚、发展
空间广等优势明显，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

扩内需、强实体、防风险等政策接续推出，存
量措施与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合力进一步增强。付凌晖表示，近期，相关部门
正积极谋划实施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储备政策，
如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
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措
施也在陆续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
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外贸稳规模优
结构等政策措施效果显现，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

“综合来看，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但经济持
续恢复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下半
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发展质量继续提高。”
付凌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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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局昨日表示，7
月，暑期旺盛需求推动航空运
输市场持续增长，全行业共完
成运输总周转量113.7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67.1%，运输规
模连续8个月回升，行业总体
运输规模首次超过疫情前水
平。完成旅客运输量62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83.7%，较
2019年同期增长5.3%，创民
航月度历史新高。

本报综合

水利部昨日表示，水利部
近期组织完成了2022年度全
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结
果显示，我国水土流失状况持
续改善，2022年全国水土流
失面积降至265.34万平方
公里，较2021年减少2.08万平
方公里，减幅0.78%。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
最新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
中国海外投资概览》显示，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增长态
势。2023年上半年，按并购
金额计，电力与公用事业大幅
增长438%。

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发布
共涵盖35个保护优先区域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自然资源部发布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2023年）》，这是
我国首次以蓝皮书形式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
成果。

根据蓝皮书，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合计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全部35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90%以上的典
型生态系统类型。

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04万平
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包括自
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外生态功能极重要、生
态极脆弱区域，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
的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
成果和重大制度创新。自然资源部会同生态
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首次全面完成了
全国陆海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现一条红线
管控重要生态空间。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
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
域完整保护起来，实现了对重要生态空间、珍
稀濒危物种和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
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自然资产和山清水秀
的美丽家园。

据了解，蓝皮书由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的主要支撑单位自然资源部中国国土勘
测规划院编撰出版的，系统总结了我国全
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历程、方法、
成果和典型案例，提出了加强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思路和
建议，向全世界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
国实践。

““松闸松闸””促内需促内需 央行连央行连““降息降息””
昨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204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

购操作和40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其
中，1年期 MLF中标利率较上期下调 15个基点至
2.5%，7天逆回购利率较上期下调10个基点至1.8%。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SLF），隔夜期下调10个基点至2.65%，7天期下调10
个基点至2.8%，1个月期下调10个基点至3.15%。 MLF利率下调，有助于带动LPR利率同步调降，有助于降低企业和房贷利率，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复苏回暖。

预测后续政策利率动向，专家认为，8月MLF利率下调，21日公布的LPR报价也将跟进调整，其中5年期以上LPR报价可能下调幅度更大。

服务零售额首发：前7月同比增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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