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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电力平稳迎峰度夏

有坚实基础

见习记者 秦燕玲

截至

7

月

13

日

，

全国已有

71

个国家气象站

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

多地进入

“

大型空气炸

锅

”

模式

，

加之复工复产陆续推进

，

生活

、

生产用电

量不断攀升

。

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

，

7

月

13

日全国调度发电量达到

278.54

亿千瓦时

，

最高调

度负荷达到

12.22

亿千瓦

，

均创历史新高

。

如此形

势下

，

电力供应能否平稳有序迎峰度夏引发各方

关注

。

电力需求虽然受到天气条件和工业生产周期

影响

，

但波动毕竟有限

，

观察电力市场运行态势

，

关键还是要看电力供给

，

而供给决定于两个因素

：

能不能发电和愿不愿发电

。

回顾去年出现的用电

紧张

，

一方面缘于运动式

“

减碳

”，

另一方面缘于煤

炭价格高企

。

随着政策纠偏和能源保供政策渐次

落地

，

这些制约电力供给的因素已不复存在

。

在稳定煤炭价格方面

，

国家发改委数度出手

治理乱象

，

不仅明确了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

区间

，

还拉网式调查各地落实情况

，

对价格超出合

理区间的案例

，

发现一起

，

约谈一起

，

查处一起

。

同

时

，

核查各地和中央企业

2022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

签订履约情况

，

让长协合同能在保量

、

稳价过程中

切实发挥作用

。

“

双碳

”

目标下

，

大力发展新能源是长期趋势

，

但是能源保供还是要基于中国现实的能源结构

。

煤炭当前仍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

，

火电仍是

电力供给主力

。

而火电供给稳不稳

，

不仅要看煤炭

价格是否稳定

，

还得看煤炭供给能不能跟上

。

煤炭信息交易网的数据表明

，

当前主力电厂

日耗已回归至去年同期水平

，

但煤炭库存高于去

年

。

截至

7

月

7

日

，

沿海八省电厂日耗煤攀高至

200

万吨以上

，

同比持平

，

存煤则同比增加

460

万吨

。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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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推动经济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既稳增长，又防通胀；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既要有力，又要合理适度，不预支未来

据新华社电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

析经济形势， 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

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

会上，苏剑、伍戈等专家和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从事跨境电商服务的敦煌网公司、从事产业园

运营服务的北京联东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发了言。

李克强说， 二季度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寻常，

超预期因素带来严重冲击，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

大，

4

月主要指标深度下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各部门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有力应对困难挑战。 我们及时果

断施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靠前实施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政策举措，按照已

确定的总体思路、政策取向，推出稳经济

33

条一

揽子政策措施等，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稳

住经济大盘工作。政策效应较快显现，

5

月主要经

济指标跌幅收窄，

6

月经济企稳回升， 这极为不

易。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稳固，发展环境中的不确

定因素较多，稳住经济大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努

力。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抓住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坚

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稳市

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推进改革开放，齐心协力

在三季度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基础，推动经济运行

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应

对好两难多难问题，既稳增长，又防通胀、注意

防输入性通胀。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既要有

力，尤其要加大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力度，

又要合理适度，不预支未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等实施时间才一个多月，还有相当的实施空间，

要继续推动政策落地和效果显现。

1.6

亿多户市

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就业顶梁柱。要逐条

梳理助企纾困各项政策落实情况，确保见效。进

一步畅通交通物流主干道、微循环，打通产业链

供应链堵点，稳定市场预期。通过市场化社会化

办法增加就业岗位， 做好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

民工就业工作，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扎实保

障民生。我国物价总体平稳，为在复杂国际环境

下稳定我国经济大盘提供了支撑。 稳定粮食能

源价格是稳物价的关键。 要在夏粮增产丰收基

础上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当前正

值电力迎峰度夏， 要进一步提升煤炭电力稳定

供应能力，坚决防止拉闸限电。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要

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更

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用改革举措解

难题，坚持依法行政。用市场化可持续办法扩消

费，消除制约有效投资的障碍。 统筹兼顾，防止

单打一、一刀切、层层加码。继续扩大开放，落实

稳外贸稳外资政策， 支持企业广泛开展国际合

作，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互利共赢。

孙春兰、胡春华、王勇、肖捷、赵克志参加。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7

月

14

日， 财政部召开

2022

年上半年

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最新数据显示，上

半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221

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3%

，按自然口径

计算下降

10.2%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88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

。

上半年留抵退税

冲减收入超1.8万亿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221

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0.2%

。 其中，留

抵退税冲减收入

18408

亿元。 在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上半年累计增长

3.3%

，增幅比

1~

5

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

在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上半年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4.7%

。分地区看，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增幅分别为

-1%

、

13.7%

、

16.5%

、

-3.5%

。 在中西部地区中，山

西、内蒙古、陕西、新疆主要受能源资源类行

业增收带动， 分别增长

44%

、

49.4%

、

34.7%

、

40.9%

，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85564

亿元，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0.9%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

降

14.8%

。 据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

乾介绍，在主要税收收入中，国内增值税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0.7%

，其中，

6

月份下降

1.1%

，

降幅比

4

、

5

月份明显收窄，主要是工业增加值、服

务业生产指数等相关经济指标逐步改善。

他还指出，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长

3.2%

，其

中，煤炭、原油等行业利润增长带动相关企业所

得税较快增长；个人所得税增长

8.7%

，其中，工

资薪金所得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车辆购置税下

降

30.7%

，在

6

月当月下降

39.8%

，其中减半征收

车辆购置税减税

71

亿元；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

税增长

14.9%

，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长等因素

带动；出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多退

1913

亿元，增长

21.2%

，有力促进出口平稳发展。 （下转A2版）

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3.3%支出增长5.9%

发改委：6月经济实现较快企稳回升

见习记者 秦燕玲

7

月

14

日，国家发改委举行上半年经济形

势媒体吹风会，对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能源安

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价格形势和走势等热点

关切问题作出回应。

“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省份经济明显好

转，上海、吉林等地区企业更是‘铆足了劲’，加

速回补前期‘缺口’，上海重点企业用电量是去

年同期的

1

倍多。”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袁达

介绍， 我国经济运行在

3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出

现波动， 但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取

得积极成效，稳经济政策效应逐步释放，

6

月份

经济实现较快企稳回升。

回顾上半年，袁达表示，在产业运行方面，

夏粮再获丰收，工业、服务业明显好转；市场需

求上，投资、出口带动作用明显，居民消费持续

回升；重点地区积极变化不断增多，经济大盘保

持稳定。

“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专项督查的

12

个

省份，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

2/3

，目前看大多数省份

保持正增长，增速有望快于全国，比如福建、山东、

湖北、湖南等省份较好发挥支撑拉动作用。 ”

此外，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好于全国整体

水平，江西、重庆、贵州、甘肃、宁夏等省份经济

保持较快增势；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

份， 在采矿业及部分原材料行业生产较快增长

等因素带动下，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袁达表示，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 宏观政策效应进一步释

放，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上半年， 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

不下，“而我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上半

年

CPI

平均上涨

1.7%

”，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

长万劲松表示，具体来看，我国食品价格平均上

涨

1.4%

左右；能源方面，发改委通过持续加大

煤炭增产增供力度， 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

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稳煤价从而

稳电价、稳定用能成本，居民用电、用气价格始

终保持基本稳定。

展望下半年，“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

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

3%

左右的

CPI

预期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万劲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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