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自然资源部3日发布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1.2%，海洋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4.2
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
区间。其中海洋传统产业呈现恢复态势。海洋
原油、海洋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7.4%、
12.4%；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同
比分别增长0.1%、3.0%；海洋客运量同比下降
41.7%，降幅较1至5月收窄2.9个百分点；海洋货
运量同比增长1.4%，增幅较1至5月扩大0.4个百
分点；海洋旅游业或将触底反弹。

统计显示，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总
体良好，下半年企业信心增强。调研显示，
57.7%的海洋新兴产业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实
现同比增长，67.7%的企业预期全年营业收入实
现增长。沿海地区风力发电量同比增长近20%，
受补贴政策到期影响，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同比下降83.1%。

全国海洋领域融资规模呈增长态势，企业
融资需求强烈。22家海洋领域IPO企业完成上
市，融资规模504亿元，同比增长28.0%，占全部
IPO企业融资规模的16.2%。海洋对外贸易增势
良好，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2%，其中出
口同比增长23.1%，进口同比增长11.5%；水产品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2.3%。

上半年22家海洋领域企业
IPO融资额达504亿元

本报记者 王思文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再创新高。据中国基
金业协会8月2日晚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26.79万亿元，产品数量
达 10010只，双双创出历史新高。其中开放
式基金及封闭式基金规模均有所增长，仅有
细分类别中的货币基金规模出现明显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公募基金规模的重
要增量来源不仅仅是新基金的发行，随着公
募基金行业不断强化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
的营销理念，“重首发、轻持营”的现象有所
改变。

具体来看，截至2022年6月底，公募基金
市场上的基金产品数量已突破万只“大关”，
达 10010 只，对应资产净值合计 26.79 万亿
元，较5月底的26.26万亿元环比增长2%，相
比去年年末的 25.56万亿元规模增长 1.23万
亿元，增幅达4.81%。这也意味着，公募基金
管理规模及产品数量均创历史新高。《证券日
报》记者梳理统计发现，今年 1月底至 5月底
对应资产净值为25.87万亿元、26.34万亿元、
25.08万亿元、25.52万亿元、26.26万亿元。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随市场行
情变化上下浮动明显，不过从3月底算起，公

募基金管理规模已连续 3个月实现正增长，
公募基金总规模仍在稳步提升。

从基金类型来看，中国基金业协会披露
的七个基金类别中，除货币基金规模有所缩
水外，其他六类基金规模相比 5月份均有所
增加。今年以来，受市场行情震荡影响，基
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一直处于中等偏低水
平，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规模大幅增加。相
比之下，流入股市的资金相对较少，这也使
得股票基金这一典型权益类基金的净值规
模出现增幅缓慢的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 5月份市场行情反弹，公募基金净值快
速“回血”，股票基金的净值规模也随之水涨
船高。

具体来看，股票基金净值规模为 2.47万
亿元，较5月底的2.26万亿元增幅达9.3%，在
各类基金环比增幅中位列第一；混合基金净
值规模达 5.41万亿元，较 5月底的 5.02万亿
元增幅达 7.8%；债券基金净值规模则由 5月
底的 4.49万亿元增至 6月底的 4.73万亿元，
单月增加2350.48亿元，环比增幅为5.3%。

整体而言，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净
值规模均有所增长，公募基金市场上开放式
基金的总体规模为23.52万亿元，封闭式基金
的总体规模为 3.27万亿元，分别较 5月底增

长1.94%和2.63%。
此外，货币型基金的最新规模为 10.6万

亿元，环比下滑4%，QDII最新规模为3012.44
亿元。

回溯2020年及2021年的公募基金市场，
彼时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屡创新高的重要增量
来源是新基金的火爆发行，而今年上半年高
达1.23万亿元的规模增长的内因已不能同日
而语。

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统计，今年前 6个
月，全市场新成立基金共760只，新成立基金
规模仅为6849.47亿元，仅占上半年公募基金
规模增长总量的56%。

北京地区一位公募人士向《证券日报》记
者坦言，“在市场行情火热的时候，通过新发
基金来快速扩充规模是基金公司的惯性动
作，这也是基金数量及规模迅速增长最重要
的原因。在发行期间，基金公司往往也会给
予销售渠道更高的创收计算方式，使得销售
渠道更重视首发，而非持营。从盈利模式到
资源的倾斜，导致赎旧买新的现象仍存在。”

“但今年的营销方式有向持营转变的明
显趋势。有一部分老基金的规模在今年上
半年实现明显增长，资金流入显著。”上述人
士称。

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超1万只
联袂基金管理规模双双创出历史新高

阎 岳

8月3日午间，202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
行榜揭晓，沃尔玛作为国际零售巨头，连续第
九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电商平台亚马逊紧随
其后，上升至第二位。此外，国内电商平台京
东，首次进入榜单前五十名，由去年第五十九
位上升至第四十六位。榜单排名展现企业实
力的同时，也让大众见证了消费的力量。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刚刚落下帷
幕之后，以“乐购天下、畅享全球”为主题的“2022
国际消费季”就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消费正成为各地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最近召开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强
调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拉动作用：7月13日，
提出“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作
用”；7月21日，强调“消费与民生息息相关，仍
应成为经济主拉动力”；7月29日，进一步强调
要“推动消费继续成为经济主拉动力”。可见，
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分量有多重。

此外，在各部门的年中工作会议上，消费
也成为重点强调的工作之一。例如，央行在

2022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发挥好平台
经济创造就业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国家发展改
革委在上半年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上强调，要
促进重点领域消费加快恢复。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消费是畅
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之一，逾14亿人的大
市场正在进行消费结构升级，这将对中国经济
增长产生持久拉动作用。因此，在上半年一系
列促消费措施基础上，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提振
作用的消费政策次第发布实施。

首先是产业政策。相关政策的典型特征
之一是更加强调提高和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
稳定性。比如绿色智能家电和汽车业的促消
费政策即是如此。

根据测算，2022年预计有2亿台家电产品
达到安全使用年限。7月底出台的促进绿色智
能家电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补齐家电市场短
板弱项，打通家电消费堵点，拉动家电及上下
游关联产业发展，推进全链路服务标准化、废
旧家电回收等。

汽车业是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领域。商
务部等17部门日前印发的《关于搞活汽车流

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包括6个方
面和12条政策措施，其目的就是要破除一些长
期制约汽车流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巩固汽
车消费回稳态势，促进汽车市场转型升级，加
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是消费活动。正在进行中的“2022国
际消费季”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包括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特色活动、百城联动汽车消费季、家
电消费季等系列活动。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
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在此带动下，预计7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进一步回升。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
力，激发消费活力需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全链条、各环节。因此，消费在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看
到有更多国内零售企业、电商平台跻身《财富》
世界500强排行榜，到那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必然进一步提升，展示出更强大的力量。

从世界500强榜单看消费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国家电网董事长辛
保安3日表示，下半年将开工建设新一批特高
压工程，总投资超1500亿元，进一步发挥电网
投资拉动作用。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在建的特高压工程11
项，线路全长6828公里，工程总投资900亿元。其
中，福州—厦门、驻马店—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正
在紧锣密鼓建设当中。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
工程竣工投产，打通西电东送的战略大动脉。

根据规划，国家电网下半年计划开工建设金
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
直流以及武汉—南昌、张北—胜利、川渝、黄石交
流“四交四直”八大特高压工程。

今年1至7月，国家电网在建项目总投资8832
亿元，其中110千伏及以上电网和抽水蓄能电站
3299项。年内项目总投资有望创历史新高，达到
1.3万亿元，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超2.6万亿元。

辛保安说，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沙漠、戈壁、
荒漠大型风光电基地5个送出通道方案研究，
超前谋划项目储备，为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奠
定基础。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特高压工程
是我国实施大规模远距离输电、在全国范围内
优化配置能源资源、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
战略性手段，承担着国家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载体的重大使命，现已进入大规模、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

国家电网：

年内在建项目投资
将达1.3万亿元

本报讯 8月 3日，国资委发布消息，近日，
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自 2022年 8
月 1日起施行。《办法》指出，中央企业应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合理制定实施碳
达峰碳中和规划和行动方案，建立完善二氧化碳
排放统计核算、信息披露体系，采取有力措施控
制碳排放。

《办法》要求，中央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和
地方人民政府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有
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境
外生产经营活动也应严格遵守所在地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

《办法》表示，中央企业应积极践行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理念，将节约能源、生态环境保护、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纳入企业
发展战略和规划，围绕主业有序发展壮大节能
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将节能降碳与生态环
境保护资金纳入预算，保证资金足额投入。

《办法》强调，中央企业应坚决遏制高耗
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执行国
家相关产业政策和规划。加强并购重组企业
源头管理，把节约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尽
职调查作为并购重组的前置程序。

《办法》表示，中央企业应发挥绿色低碳消
费引领作用，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
扩大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率先执
行企业绿色采购指南，建立健全绿色采购管理
制度，推进绿色供应链转型。 （包兴安）

国资委：

央企应发挥
绿色低碳消费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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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日，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
绍2022年上半年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上半年，
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
额 28910.9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21.6% ；其 中 服 务 出 口 14059.5 亿 元 ，增 长
24.6%；进口14851.4亿元，增长18.9%。服务出

口增幅大于进口5.7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
差下降34.3%至791.9亿元。6月当月，我国服务
进出口总额5253亿元，同比增长19.6%。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平稳增长。上半
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2144.9亿元，增长

9.8%。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828亿元，增长
13.1%；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分别增长16.3%、13.9%。知
识密集型服务进口5316.9亿元，增长5.9%；进口增
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增速达82.1%。

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恢复。上半年，我国

旅行服务进出口3935.5亿元，增长8.2%，其中出
口下降21.8%，进口增长11.6%。剔除旅行服
务，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24%，其中出口
增长26.2%，进口增长21.5%；与2019年同期相
比，服务进出口增长52.8%，其中出口增长
67.8%，进口增长37.6%。 （刘 萌）

商务部：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大增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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