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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结构呈现新特点，地方投资
正加速流向“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
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设）和高技术产业。

作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
新词，宏观政策为“两新一重”蓄力。
今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
元，比去年增加 1.6 万亿元，用于扩大
有效投资，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

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余淼杰认为，“两新一重”将在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加就业两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比如，今年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涉及居民近
700 万户，预计拉动投资1.2万亿元左
右。同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对上下
游相关产业都会产生明显拉升，为这
些产业提供就业机会。 （姜慧梓）

上半年GDP增速
16个省份正增长
6省份经济总量超2万亿元
19省份超1万亿元

据《新京报》报道，全国31省份上半年经济增长主要指标近日全部出
炉，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各地经济呈现稳步复苏态势。上半
年，6个省份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广东以49234.2亿元领跑。从经济增
速来看，16个省份实现正增长，中西部省份占据13席，西藏以5.1%的增速
位列全国第一。

经济复苏离不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贡献。进入二季度，三
大需求明显回暖，共同拉动各地区经济增长。GDP增速前两名的西藏和新
疆，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以两位数领跑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前两位的安徽和江西，其GDP也实现了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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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省份正增长中西部占13席

从经济总量来看，前三名仍为广
东、江苏和山东，广东以49234.2亿元继
续领跑全国。上半年，6个省份经济总
量超过2万亿元；19个省份经济总量超
过1万亿元。

从经济增速来看，16个省份上半年
GDP实现正增长，比一季度增加15个。
其中，中西部省份占据13席，7个省份
经济增速超过1%。西藏以5.1%的增速
位列全国第一；新疆第二，增速为3.3%。

东三省中，吉林上半年经济数据表
现最好，GDP增速由一季度的-6.6%回
升至-0.4%，降幅收窄6.2个百分点，远
高于黑龙江（-4.9%）和辽宁（-3.9%）。

湖北由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上半
年经济增速为-19.3%，全国最低。但随
着城市解封，复工复产有序加快推进，
湖北经济展现出了强劲后劲，上半年经
济增速回升幅度在31个省份中最大，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19.9个百分点。

解读 疫情得到控制后 经济会渐趋常态

记者梳理发现，在经济总量超过1
万亿元的19个省份中，经济增速为正的
有10个省份，增速超过1%的仅湖南一
省。其余6个增速超过1%的省份均位于
总量榜单的后半段。

分析原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贾康认为，疫情冲击是最主要因素，
经济增速表现更好的省份普遍受到疫情
冲击较小。体量更大、结构更优的省份，
由于门店、餐饮、影剧院等在经济结构中
占比更高的服务业受到重创，影响到整
体经济数据表现，疫情后仍需一段时间
恢复。

“不过，这个情况会逐渐收敛，疫情

得到控制后，经济表现会逐渐接近常规
状态。”贾康说。

贾康认为，从上半年各地情况来看，
经济回升的速度整体符合预期。上半年
经济实现正增长的省份已经从一季度的
1个增加到16个，这说明一季度的负增长
只是多种因素叠加下的一个短期现象。

目前，短期冲击的主浪已经过去，可
以在不确定性中看到确定性，2020年经
济运行由“前低”转入“后高”是必然趋
势。长远来看，虽然从短期到中长期仍
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趋势不变”的判断，是实实在在有
客观依据的。

31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负

反映消费情况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1个省份增速均为负值，湖北同
比下降34.1%，黑龙江、天津、吉林分别
同比下降22.7%、21.7%和20%，此外，
呈两位数下降的省份还有 12个。安
徽、江西、福建分别下降3.5%、4.2%和
5.4%，表现最好。

不过，从月度数据可以看出消费
复苏的暖意。安徽二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由一季度下降11.9%转为增

长5.1%，其中4月、5月、6月限上消费
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0%、12%和7.9%。
安徽省统计局表示，消费市场已经逐
步进入持续增长阶段。

江西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7.0%，分别比4月、5月提高5.4和
7.8个百分点，呈现加速回暖的态势。
其中，限上单位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
12.7%，仅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
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小范围疫情反复对消费影响不大

新消费逆势上扬，为消费稳步回
升提供支撑。

安徽上半年限上批发零售企业网
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8.7%，比一季
度加快 5.2 个百分点；限上住宿餐饮
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餐费收入增长
58.8%，加快15.6个百分点。

江西上半年限上单位通过公共
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138.27 亿元，增
长 34.7%，比限上单位零售额增幅高
36.6个百分点。占限上零售额的比重
为 10.0%，比上年同期提高 3.2 个百分
点。

与此同时，传统聚集性消费随着
防控限制有序放宽也在稳步回升。

据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提

供的数据，截止到7月中旬，零售各业
态限上企业复工率超过 96%，餐饮和
夜市继续回升。全国乡村旅游复工复
产率整体达90%，影院复工率由7月20
日的8.1%上升至7月26日的46.5%，复
工一周以来累计总票房约 1.13 亿元，
达到去年同期的约9.84%。

具体措施方面，北京近日重启“消
费季”活动，多地再次发放消费券。此
外，汽车消费也有多项政策加持。

连平认为，虽然7月份部分地区出
现了小范围疫情反复，但对社会消费
品零售的增长总体影响不大。聚集性
消费的恢复可能提升消费整体反弹力
度，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或
将由负转正。

22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正增长

上半年，22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实现正增长，比1至5月份增加8
个。从数据来看，GDP增速前两名的
西藏和新疆，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
以两位数领跑全国。

上半年，吉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由负转正”，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
期提高12.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0.9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4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余淼杰判断，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将会下降，出口呈现持平或缓
慢增长态势，拉升作用不强。在这样
的情况下，要保证全年有一个较温和
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有效投资。

贾康也认为，消费确实是包括投
资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
宿，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资，消费就
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困
境。

“两新一重”将为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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