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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彩娜

■本报记者 李海楠

烟火气日见浓烈，服务业渐复元

气。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304868
亿元，同比增长1.8%。服务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4.2%，对国民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0.6%，拉动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1.0个百分点。

“在稳住经济大盘中，服务业是最

大的动力之源，也是改善居民生活、提

升老百姓幸福感的主要领域。”中共河

南省委咨询组研究员张占仓在接受中

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在当前

非常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服务业总

体上表现出发展韧性较大，是拉动国民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

表明，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下半年，我国服务业进一步

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有希望，需

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举措，以建立健

全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更好地促进

国内大循环，全面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

上半年：承压趋稳 韧性持续显现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苏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

以来，在面临疫情的超预期冲击下，接

触性服务业一度陷入低迷状态，近期随

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转，减税

降费、稳岗留工、融资信贷等一系列助

企纾困政策的高效落地，我国服务业加

快复苏回暖，市场对服务业恢复发展的

信心明显增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

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6 月份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1%，比上月上升5.8个百分点。

“整体而言，处在疫情冲击第一线

的服务业在遭遇经济下行一系列压力

之后实现了软着陆并迅速呈现恢复态

势，这一点难能可贵。”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陈佳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一系列纾困政策

尤其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施策起到

了托底的作用，就及时纾困的时效性和

影响力而言是值得打高分的。从政策层

面来说，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业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以广大中小微企

业为主的中国服务业，要真正实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增长还任重道远。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

研究院研究员岳翔宇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分析称，随着生产生活重回正

轨，服务业将逐步恢复。从2020年的经

验看，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疫后复

苏节奏更慢，但更加稳定、更具韧性。

“就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表现来

看，仍有巨大改善或者提升空间。持续

保持和巩固服务业恢复势头，更好发挥

经济‘稳定器’作用，关键是要增强市场

对服务业恢复发展的预期，而这主要取

决于疫情防控形势是否稳定向好以及

防控措施是否逐步改善。”厦门大学经

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认为，政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对

促进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积极因素正在不断增多。岳翔宇

认为，近期公布的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

方案强调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社

会经济发展，并针对奥密克戎毒株潜伏

期更短的特点，缩短了隔离观察期，更加

科学精准防控疫情，这有助于恢复人员流

动、减少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尤其是服务

业的扰动，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

下半年：继续回升 在困境中破局

下半年服务业走势如何？

“服务业走势还是要看疫情防控形

势，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假定下半年疫

情防控措施逐步改善，随着各项纾困政

策举措落地见效，服务业有望继续回升

表现亮眼。”苏剑强调，要继续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政策红

利充分释放，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助力服务业实现更好发展。

面对国内疫情多发散发频发的局

面，张占仓建议，以大数据治理为依托，

更加精准地优化疫情防控政策举措，盯

准疫情发生的个体并开展防控，尽可能

减少疫情防控的联动效应，避免大面积

封控，以便打破线下服务制约，保障运

输服务业正常运行，为国民经济可持续

发展赋能。

□□□□□□□□□□□□（下转2版）

服务业稳经济大盘：重任在肩 曙光在前

今年以来，尤其是疫情在经济发达

城市相继反弹，我国经济增长的压力陡

然增加。为此，国家有效实施一系列财

政政策，以稳住经济大盘。

财政部于 2021年 12月份提前下达

2022年地方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46万

亿元。中央今年 3月份宣布，实施大规

模减税降费2.5万亿元。从3月下旬到5
月中旬，超预期因素对我国经济产生较

大影响，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力提效。自

4月1日起，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加

大，将更多行业纳入按月全额退还留抵

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和制造业等6个行业企业。同时加

快财政资金支出进度，加快专项债发行

使用并扩大支持范围。

从政策效果来看，财政资金是基建

的主要资金来源，有力支撑了更多重点

领域的投资，基建投资成为下半年经济

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以留抵退税为主的税费支持政策

效应持续显现。上半年，共有 18455亿

元退税款退付到纳税人账户，为稳定市

场主体提供强劲动力，退税资金主要被

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发、支付薪酬等，

有效改善了企业现金流。

财政政策主动发力，为全力以赴稳大

盘发挥了重要作用，下半年稳增长压力仍

不容小觑，需要财政政策主动担纲。但应

该看到，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如果按自然

口径计算则下降10.2%，而同期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9%。

也就是说，财政资金的刚性支出持

续增加，而财政收入却因减税降费不断

减少，其中留抵退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较大。在此背景下，大规模财政支出是

否可持续？我国的财政政策是否还有

加码空间？

调高预算赤字是否还有空间？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国财政赤字率拟按

2.8%左右安排，比去年下调 0.4个百分

点，回归到疫前水平，这主要是为了避

免政府杠杆率上升过快，从而提高财政

可持续性。适当调高中央财政赤字应

该还有空间。2021年末，中国宏观杠杆

率为 272.5%，比上年末下降 7.7个百分

点。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潮下，中国不

升反降实属不易，这也为财政政策的腾

挪创造空间。

发行特别国债可行乎？2020年，我

国增加1万亿元财政赤字、发行1万亿元

特别国债，共增加2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以

拉动经济增长。今年的疫情虽未及2020
年，但疫情持续时间两年多，众多市场主

体变得非常孱弱，若今年经济增长要保

持在合理区间，则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

政策支持，包括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

当然，以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拉动

经济增长，还应关注财政支出增加的份

额用于哪些领域？除了基础建设领域

之外，财政补贴用于老百姓的消费支出

是可以推广的形式，这对于拉动消费具

有直接的作用。即“与其依靠地方政府

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如依靠老百姓

提振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一言以蔽之，国内经济运行虽然在

恢复性回升，但是仍有诸多不利因素干

扰稳增长，因此必须未雨绸缪以更大的

政策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以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范思立

全文见中国经济新闻网www.cet.com.cn

在“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肩负助力“稳住消

费基本盘”重任的政策背景下，汽车下乡政策，通过

激发县乡和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迸发出的促消费效

果正在显现。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均增长 1.2倍，市场

占有率达到 21.6%。其中，伴随汽车下乡政策等利

好因素的陆续出台，新能源汽车在三四线城市及其

县乡地区等下沉市场的销售，呈现火爆趋势。

“广大县乡地区和三四线城市构成的下沉市场有

着巨大的汽车消费潜力，通过向“下沉市场”挖潜要增

量与城市稳住存量车市场相呼应，将加速汽车市场

回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商会常务副理事

长苏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呼吁，要真

正下大力气组织汽车下乡，“这也是被证明了的对汽

车产业和汽车市场形成整体带动作用的宝贵经验。”

实际上，政策层面推进汽车下乡的力度正在

加码。

今年 5月 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了新一轮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该活动会一直持续到 12月，将在山西、

吉林等国内11个省市举办。

近日，商务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等 16部门发布的《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

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下乡支持政策，引

导企业加大活动优惠力度，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

车消费使用”。

在鼓励汽车下乡政策的引导和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车企开始将目光从专注一二线城市市场转向了

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以三四线城市为代表的下沉市

场。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以来，全国下沉市场新增

新能源汽车销售相关企业近 3500家，增长速度为 3
年同期最高。

广大农村地区和三四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消费需

求的逐步释放，将带动充电桩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打开市场空间。目前，三四线城市越来越重视新能

源汽车充电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纷纷提出充电设

施建设目标以及相关保障措施。通过制定地方性建

设补贴、充电服务费上限等政策，促进充电基础设施

的“下沉”。

在苏晖看来，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增长也给能源

结构调整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政策层面须做好考

量，不偏激新能源消费，也不偏激传统能源消费，而

是要鼓励节约能源的消费模式，汽车消费领域同样

如此，在引导消费需求有效释放的同时，要坚持新能

源消费和传统能源消费并重，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

汽车消费观。

新能源汽车
加速“下沉”成效初显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这是7月19日拍摄的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目前，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展台搭建工作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有序推进。

本届消博会将于7月26日

至3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

办，参展企业和品牌数量均

超首届，境外企业参展面积

占比由首届的75%增加至

80%。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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