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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恢复显韧性 回升向好有支撑
——— 从前8个月主要指标看中国经济走势

9月15日，今年前8个月中国
经济答卷公布———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3.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
长19.4%……

在世界经济波动下行、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前8
个月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好，中
国经济在持续恢复中展现韧性与
活力，助推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8月份国民经济加快恢复

进入二季度以来，针对中国
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有所波动，海
内外舆论不乏担忧质疑声音。国
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以
来，主要经济指标边际改善，积极
因素累积增多，印证国民经济总
体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8月份，国民经济加快恢复，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市场需求逐
步改善，就业物价总体稳定，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进展。”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15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说。

好于7月，是8月份中国经济
成绩单给外界的直观印象。比
如，从生产供给端看，8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
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8%，增速比上月加快1.1个百
分点。

消费端的回暖更加明显。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4.6%，增速比上月加快2.1个
百分点；环比增长0.31%，表明国
内需求稳步扩大。

得益于稳就业政策持续显效
发力，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8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价格走势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的变化。数据显示，8月份，市场
供求关系得到改善，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由上月下
降0.3%转为上涨0.1%；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
比上月收窄1.4个百分点，环比由
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2%，今
年以来首次转正。

货物进出口近期表现也好于
预期。前8个月，中国货物进出口
规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同比
微降0.1%，其中出口增长0.8%。

“受全球贸易低迷、保护主义抬
头，以及上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
响，货物进出口增速比上年同期
有所回落，但是与相关国家相比，
仍显示较强韧性。”付凌晖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文猛表示，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
恢复向好，显示短期波动不改长
期向好大势，中国经济承压前行，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

国际资本依然看好
中国经济前景

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态势持续，新动能不
断积聚。

创新动能继续壮大，绿色转
型效果显现。8月份，全国服务机
器人、民用飞机产量同比分别增
长73.7%和33.3%，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产量分别增长13.8%和
17.4%，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
15.7%和13%。

外贸结构更优。前8个月，我
国出口机电产品8.97万亿元，同
比增长3 . 6%，占出口总值的
58%。其中，汽车及零配件、船
舶 、电 工 器 材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50.1%、28%、18.6%，国际市场份
额保持稳定。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内生动
力集聚增强，在高质量发展航道
上阔步前行的中国经济，正在以
中国大市场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
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
更多更好的中国机遇。

638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计划总投资额4845.7亿元——— 9
月11日落幕的第二十三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参会机构
数量和协议总投资额均创下五年
来新高。

“中国市场对创新产品需求
越来越强烈。”投洽会上签订新合
同的施耐德电气执行副总裁尹正
表示，公司正决定增资扩产，拟建
设施耐德电气（厦门）工业园项
目，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创新研

发和高端制造。
上海，距离第六届进博会开

幕还有1个多月，签约参展的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已超
去年。诸多参展商将继续推出全
球首发，如海克斯康将展示最新
一款工业互联网平台，SGS将首
发金标认证、氢标标志、质慧润维
油液在线监测服务三大新品。

在全球跨国投资普遍低迷的
形势下，外资在中国对高端产业、
新兴领域积极布局，看好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前景。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
器’和全球消费市场的‘加速器’，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法国欧
莱雅集团董事长让—保罗·安
巩说。

付凌晖表示，中国坚持互利
共赢，积极扩大与世界各国经贸
往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前8个月，中国对“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3.6%，其中出口增长9.4%。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虽然错
综复杂，但中国在市场潜力、制造
业配套能力、数字化基础建设、营
商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依然是吸引外商投资的热
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
济师陈文玲说。

宏观政策持续显效
助力经济回升向好

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降准0.25个百分点，这是年内
第二次降准，预计释放中长期流
动性超过5000亿元。此次降准
有助于增加金融机构长期稳定资
金来源，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的特点明显，经济内生增
长动能逐步增强，随着宏观政策
措施逐步显效，经济有望持续恢
复向好。”付凌晖说。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矛盾。出台若干措施
促进家居、汽车、电子产品等重点
领域消费；聚焦重点领域、健全保
障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出台措施
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集中公开
推介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的重点项
目……近期，一系列政策措施瞄

准堵点卡点，促进内需潜力持续
释放。

“今后一段时期，随着中国迈
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巨大的消费潜力将
不断释放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王昌林说。

面对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中
国稳外贸政策持续加力。商务部
将从便利跨境商务人员往来、支
持企业境内外参展营销等方面继
续发力；海关总署将在国家与地
方层面进一步拓展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功能、建立健全与企业的
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进一步提
升外贸企业干劲。

外贸企业主动作为，积极拓
展外贸发展空间。北部湾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伟说，抢抓
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区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等机
遇，港口货物吞吐量有望持续稳
定增长。

民营经济是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基础。近日，中央编办正
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
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
构，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
实效。

今年下半年以来，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一系列举措密集
出台，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活力。8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连续3个月回升，企业发展信心加
快恢复。

星巴克、麦当劳加快在中国
开设分店，特斯拉将上海的超级
工厂升级扩容，阿斯利康与青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署投资合
作协议，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
目在沈阳全面动工，空客在天津
建设第二条生产线……一系列在
华投资动向充分彰显中国市场的
韧性。

二季度以来，世界银行、经合
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调高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界经
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表示，
中国采取的许多措施支持了经济
增长，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显示，
商界人士对中国市场的机遇充满
期待。 据新华社电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9月15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近日印发通知，决定调整完善助
学贷款有关政策。根据通知，自
2023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
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
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贷
款额度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
不超过16000元；全日制研究生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1 6 0 0 0 元 提 高 至 不 超 过
20000元。

国家助学贷款是利用财政金
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
策体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学生申
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

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
分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调整后，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学费补偿、
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
学费减免标准以及基层就业学费
补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标准，相应调整为本专科学
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元。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由同期同
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30个基点，调整为同期同档次
LPR减60个基点。对此前已签订
的参考LPR的浮动利率国家助学
贷款合同，承办银行可与贷款学

生协商，将原合同利率调整为同
期同档次LPR减60个基点。

为减轻贷款学生经济负担，
经国务院同意，对2022年及以前
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2年应
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予以免
除，对这些学生2022年内应偿还
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经贷款学
生自主申请，可延期1年偿还，延
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2023
年延续实施了这一政策。为进一
步减轻贷款学生经济负担，这次
《通知》明确进一步降低国家助学
贷款利率。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从1999
年实施至今不断完善。截至
2022年底，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

款4000多亿元，惠及2000多万学
生，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促进了教育公平。

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表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费、基本
生活费等就学成本有所上升，学
生及其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和贷
款需求增加，需要进一步释放助
学贷款政策红利，更好满足学生
贷款需求、减轻学生还款压力，助
力学生完成学业、更好就业。

已经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的
学生也可以享受新的政策。在新
政策出台后申办贷款的学生，可
以直接按照最新政策办理贷款；
对政策出台前，2023年已经提交
贷款申请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学

生，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新的额度
范围内向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
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目前，研究生阶段的学生绝
大多数已成年，为鼓励学生自立
自强，更好满足其在校期间合理
的学习生活需求，切实减轻其家
庭经济负担，银行业金融机构可
向在校研究生发放商业性助学贷
款。研究生商业性助学贷款不享
受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
金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有
针对性地开发完善手续便捷、风
险可控的研究生信用助学贷款产
品，并在贷款额度、利率、期限、还
款方式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16000元 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20000元

前8个月经济数据
规规模模以以上上工工业业增增加加值值

同同比比增增长长33..99%%

服服务务业业生生产产指指数数

同同比比增增长长88..11%%

全全国国固固定定资资产产投投资资
（（不不含含农农户户））

332277004422亿亿元元
同同比比增增长长33..22%%

工工业业生生产产者者
出出厂厂价价格格和和购购进进价价格格
同同比比分分别别下下降降

33..22%%和和33..66%%

货货物物进进出出口口

227700883333亿亿元元
同同比比下下降降00..11%%

一一般般贸贸易易进进出出口口

同同比比增增长长11..77%%

社社会会消消费费品品零零售售

330022228811亿亿元元
同同比比增增长长77..00%%

全全国国居居民民消消费费价价格格

同同比比上上涨涨00..55%%

房房地地产产开开发发投投资资

7766990000亿亿元元
同同比比下下降降88..88%%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