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杨维捷 校对：卢岩 版式：申宝超

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潘
洁 韩佳诺）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61683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5.0%。国民经济延续恢
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放
在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现依
然较好，一季度GDP增速快于美国、欧
元区、日本等，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
势，预计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
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和稳定力量。

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5.3%，二季度增长4.7%。从环比看，二

季度GDP增长0.7%。
“从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回

落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
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
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别是国内
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内
大循环不够顺畅等。但从基本面看、
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大
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说。

夏粮再获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
长，服务业继续恢复。上半年，农业
（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全国
夏粮总产量 14978 万吨，比上年增加
363万吨，增长2.5%。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4.6%。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扩大。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5391
亿元，同比增长3.9%；扣除房地产开发
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
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11688 亿元，同比增长 6.1%。一般贸
易进出口增长 5.2%，占进出口总额的
比重为65.0%。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1%，扣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0.7%。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一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
名义增长 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5.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展
望下半年，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上升，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要
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当前经济发
展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不断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 %5.0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潘
洁 韩佳诺）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
其中，商品零售额 209726 亿元，增长
3.2% ；餐 饮 收 入 26243 亿 元 ，增 长
7.9%。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乡村市场销售快于城镇。上半
年，城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为
204559 亿元、31410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6%、4.5%，乡村市场销售增速快于
城镇 0.9 个百分点。县乡消费潜力有
效释放，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占比
较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随着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电商
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网络零售占比持
续提高。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8.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5.3%，比一季度提高
2.0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占比持续提
升。线下新业态较快增长。上半年，
即时消费需求较为集中的便利店零
售额同比增长 5.8%，比 1 至 5 月份加

快 0.9 个百分点；品质服务好、消费体
验佳的仓储会员店零售额保持两位
数增长。

随着居民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绿
色环保意识增强，以运动健身产品、绿
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
升级类商品成为消费新增长点。上半
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
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2%、
11.3%；高能效等级家电、智能家电销
售实现较快增长。

服务零售保持较快增长。上半
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增速高
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司长
于建勋表示，尽管消费市场总体保持
增长态势，但要看到，消费市场恢复基
础仍需巩固，居民消费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部分大宗消费波动不稳。下
阶段，要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释
放消费潜能，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不断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
费市场持续扩大，进一步发挥消费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新华社北京 7月 15 日电（记

者 潘洁 韩佳诺）国家统计局 15 日
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
业增加值 349646 亿元，同比增长
4.6%。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为 56.7%，比上年同期提
高 0.2 个百分点。服务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分量更加突出，服务业发展
稳中有进。

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11.9%和9.8%，合计拉动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1.7个百分点，为引
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和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服务业新兴领域增势向好。高
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快速增长，
持续赋能创新驱动发展。上半年，
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稳
步扩大，同比增长 11.7%，占全部服
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4.7%，
比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
中，电子商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固定资产投资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1% 、17.4% 和
14.4%。

服务消费潜能释放。上半年，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比同期
商品零售额增速高4.3个百分点；全
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
长 9.2%，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
为 45.6%，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
分点。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优质文
旅产品供给丰富，激发旅游消费新
潜力。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
务 类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同 比 增 长
23.4%。

“上半年，服务业持续恢复，发
展内生动力继续增强，新动能新优
势发展壮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主任彭永涛说，也要看到，有
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等
制约服务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因
素依然存在，要加快构建优质高效
的服务业新体系，进一步壮大发展
动能，巩固和增强服务业经济回升
向好基础。

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稳中有进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
者 任沁沁）国家移民管理局15日
发布公告，新增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和磨憨铁
路口岸 3 个口岸为 144 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适用口岸。至此，中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
增至37个。

根据公告，15日起，在河南郑
州航空口岸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停留范围为河南省行政
区域；将云南省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停留范围由昆明市扩大至昆
明、丽江、玉溪、普洱、楚雄、大理、
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 9 个市
（州）行政区域。

截至目前，国家移民管理局

已在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秦
皇岛，辽宁沈阳、大连，上海，江苏
南京、连云港，浙江杭州、宁波、温
州、舟山，河南郑州，广东广州、深
圳、揭阳，山东青岛，重庆，四川成
都，陕西西安，福建厦门，湖北武
汉，云南昆明、丽江、西双版纳等
地的37个口岸实施144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

根据相关政策，美国、加拿
大、英国等54国公民持有效国际
旅行证件和 144 小时内确定日期
及座位的联程客票从上述口岸过
境前往第三国（地区），可免办签
证在规定区域内停留不超过 144
小时，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
务、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符合

与我国签署互免签证协定或我单
方面免签政策的，可从其规定）。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中国自 2013 年 1 月实施
72/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来，
过境免签政策在服务国家高水平
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促
进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此次在两省扩大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外籍人员来
华旅游、商贸提供了更多选择。
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不断
改进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深
入推进移民管理制度型开放，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外籍人员来
华，全力服务促进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

中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适用口岸增至37个

我国将从多方面推动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高效运行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宋晨）记者从国
家知识产权局获悉，为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高效运
行，拓展专利转化运用的模式和渠道，该局近日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

专利开放许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
次修改新设的一种专利特别许可，是专利转化运用的
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简便快捷的“一对多”专利许
可，提升对接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通科技成
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通知要求从指导专利权人规范提交开放许可声
明、推动试点项目便捷转为开放许可、指导专利权人
合理估算许可使用费、加强开放许可声明信息的开放
共享、充分发挥各方作用促进供需对接等多方面推动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高效运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许可制度，
专利权人自愿提交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对专利许可使用
费“明码标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向全社会“广而
告之”，任何单位或个人书面通知专利权人并按照标价
付费即可获得实施许可，对所有被许可方“一视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