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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1%，电
力消费延续较快增长势头，反映出中国国民
经济延续回升向好的积极态势。

2024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4.6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较去年同期高
出3.1个百分点，保持了较快增速。

分产业来看，上半年三次产业用电量均
有所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呈多方位发展态
势。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8%，体
现出农业现代化进程正持续加速。第二产业
是“用电大户”，用电量同比增长6.9%。其中，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速13.1%，
特别是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用电量同比
大幅增长54.9%，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比较高的
钢铁、建筑等高载能产业增速放缓，显示中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明显。

此外，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7%，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
充换电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用电量激增，数
字经济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新兴领域呈现出
快速发展态势。同时，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
传统服务业用电量增速也超过服务业平均水
平，显示出中国消费市场持续向好。（中新）

上半年电力消费
延续较快增长势头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
局”）日前发布消息称，7月跨境资金流动
形势向好，货物贸易等主要流入渠道的
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当月外资净增持
境内债券 200亿美元，环比增长 1.4 倍，
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积极性依
然较高。

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

值，2024年7月，银行结汇1847亿美元，
售汇2392亿美元。2024年1至7月，银行
累计结汇12483亿美元，累计售汇14165
亿美元。

外汇局还表示，7月银行代客涉外收
入环比增长9%，支出增长7%，收支逆差
环比收窄41%。其中，中国对外贸易持续
较快增长，带动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净

流入环比增长48%，规模为历史同期最高
水平。

外汇局认为，未来随着内外部环境改
善，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的积极因
素将进一步增多。从内部来看，中共二十
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有力提振市
场信心，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将得到

巩固和增强；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持续深
化，外汇市场韧性将继续提升。从外部看，
国际贸易有望恢复增长，世界贸易组织预
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由2023年
下降1.2%转为增长2.6%左右。同时，美联
储降息预期增强，近期非美主要货币企稳
回升，国际汇市环境有望逐步改善。

（中新）

7月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向好

外资净增持境内债券200亿美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表示，中国
消费市场恢复的基础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统计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2.7%，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0.35%。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6%。

刘爱华表示，7月份，随着各项扩内需、
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消费需求延续恢复态
势。1-7月累计，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2%，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1个百分点。“在
暑期旅游旺季带动下，交通出行服务类、旅
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消费增
长较快。”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全
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25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达到9455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5.7%和
10.6%，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

刘爱华表示，7月份，新型消费和线上
消费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2.7%，体育娱乐用品类
零售额增长10.7%。新能源汽车零售量同比
增长36.9%。智能家居、文娱旅游、国货潮品
正在成为新增长点。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促消
费作出具体部署，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
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
向惠民生、促消费，特别是直接向地方安排
1500 亿元人民币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加力支持地方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刘
爱华表示，随着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
力和意愿各项政策贯彻落实，消费市场恢复
基础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钟昕）

国家统计局——

消费恢复基础
将进一步巩固

因地制宜 灵活创新

多地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近期，多地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一步

优化。仅 8 月 12 日，就有郑州、成都、贵阳
三地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分别包
含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
房款、取消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前还款次数
限制等内容。

在各地相继推出的住房公积金相关
政策中，除了常见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额度、优化公积金贷款住房套数认定
标准等政策，还涉及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购房首付款、推行住房公积金异地个
人住房贷款业务等方面，呈现出因地制
宜、灵活创新的特点。

政策灵活性进一步增强

各地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时积
极拓展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内容，在住
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住房公积金用途、
住房公积金还款方式等多个领域展开
探索。

例如，贵阳8月12日发布的《贵阳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取消住房
公积金贷款提前还款次数限制的公告》
提出，“经研究，即日起取消住房公积金
贷款提前还款次数限制”；广州发布的

《关于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
付款的通知》提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住房公积金缴存
人，可申请提取本人及其配偶名下住房
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目前商业银行贷款和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利率已经比较接近，所以住房公
积金政策也在增加灵活性，与商业贷款
拉开区别。”李宇嘉表示，不限制提前还
款的次数对购房者来说比较有吸引力，
而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
款则明显降低购房门槛，预计将在未来
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效仿。

此外，还有城市将住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与其他房地产领域优化政策相结
合。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月 12
日发布的《郑州住房公积金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提出，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认购保
障房，且符合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的，
可申请保障房贷款。

严跃进认为，将住房公积金政策与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相结合是非常重要
的创新。对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铺开
及未来的住房保障工作，住房公积金都
能够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 （中新）

多地公积金政策再优化

近段时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得到
各地普遍关注。据中指研究院统计，7月
份以来，武汉、南京等约50个城市陆续优
化公积金政策。

另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以来，已有
广州、昆明、郑州等12个城市从多个角度
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其中，黄山、
宜春等地上浮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恩
施、上饶等地支持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
盘锦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审核
标准……各地结合自身情况，积极运用住
房公积金政策。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住房公积金政策的
属地性很强，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拥有更大
的自主权，因此会将住房公积金作为刺激
市场的重要工具，进行灵活调整。

“从目前各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调整
政策来看，其背后的逻辑都是减少对住房
公积金的限制，提高住房公积金对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支持。”易居研究院副
院长严跃进表示，目前市场正在复苏过程
中，在市场交易规模上仍有提振空间。放
宽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资格、运用方
式的限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公积金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稳健发展。 （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