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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国企利润超万亿 同比降11.6%
6月利润环比增20.6%；分析认为，“稳增长”形势下政策放松，国有企业占重头的“铁公基”项目受益

■ 看点

央企利润
6月出现好转

“利率市场化后未出现储蓄搬家”
央行官员撰文，下一步可扩大中长期定期存款、大额协议存款利率上浮区间

商务部：上半年
利用外资金额降3%

新京报讯 （记者李
蕾）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累
计实现利润总额10203.8亿
元，同比下降 11.6%。但 6
月利润环比增加两成。分
析认为，因稳增长政策放
松，国企项目受益，利润出
现好转。

6月利润环比增两成

财政部称，国有企业营
业总收入、应交税费同比仍
保持增长，但成本费用增幅
高于收入增幅，实现利润持
续下降。

分析人士认为，包括国
有企业在内的企业利润下
降与整个经济状况不景气
有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 ，二 季 度 GDP 增 速 为
7.6%，三年来再次跌破8%。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鲁政委表示，国有企业主
要分布在重化工业行业，与

“铁公基”密切相关，此前经
济“踩刹车”时，调控政策主
要集中在“铁公基”项目。
因 此 影 响 到 国 有 企 业 利
润。目前为了稳增长，政策
有所放松，“铁公基”项目受
益，所以国有企业利润有所
好转。

数据显示，6 月国有企
业 利 润 比 5 月 环 比 增 长
20.6%。除去年 12 月因年
底账务梳理出现环比增长
外，国企利润去年连续 5 个
月环比下降。

鲁政委建议，政策在放
松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力度，
政策效果显现后，应维持现
状，不要继续加大刺激力
度，以防止最后效果累积出

现调控力度过大。

企业成本费用较高

财政部数据显示，1-6
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
总收入 198453.6亿元，同比
增长 11.1%。从盈利能力
来看，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同
比增长 12.8%，其中财务费
用同比增长43.1%。

鲁政委表示，包括国有
企业在内的企业财务费用
同比增长主要是去年货币
政策趋紧的集中体现，但财
务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并不高。

他认为，近期央行 1 月
内连续两次降息，其效果将
在随后显现，企业成本将出
现下降。

鲁政委称，企业的管理
费用和营业费用在营业收
入中的占比一直保持稳定，
财务费用在今年上半年的
比重有所上升，但随着近
期 降 息 将 在 未 来 有 所 下
降。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 费 用 在 2009 年 后 所 占
比重出现明显上升，且今
年 并 没 有 出 现 趋 势 性 下
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为
企业减税。

数据显示，1-6 月，国
有企业应交税费16638.4亿
元，同比增长 6.9%，6月比 5
月环比增长10.7%。

此外，上半年国有企业
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的
行业为烟草行业、汽车行
业、邮电通信行业等。实现
利润同比降幅较大的行业
为交通行业、化工行业、有
色行业、石化行业、建材行
业等。

财政部数据显示，央
企6月利润向好。这一趋
势也得到了国资委有关人
士认同。

财政部数据显示，央
企上半年利润总额6952.1
亿元，同比下降 10.4%，6
月 环 比 增 长 10.6% 。 其
中，中央管理企业实现利
润 5312 亿元，同比下降
15%，6月比5月环比增长
16%。与财政部统计范畴
不同，国资委管理的央企
并不包含烟草、邮政等行
业，但是建材、石化、交通
行业均是共同监测范畴。

国资委有关人士透
露，6月随着宏观经济形势
有所起色，央企利润确实
开始好转，国资委监测数
据显示央企6月利润环比
实现增长。此前利润降幅
较大的企业也开始好转，
这其中重要原因是原料价
格的下跌导致成本费用降
低，如国际油价的下跌利
好于石化、建材行业。

作 为国有资产出资
人和监管者，国资委近月
来开始培训央企以应对
目前外部“寒冬”。目前
存货多、应付账款多等是
央企的普遍问题。

不过，目前央企税费
成本压力依然很大。上
半年，央企累计应交税费
12627亿元，同比增长8%，
6 月 比 5 月 环 比 增 长
7.7%。 （钟晶晶）

新京报讯 （记者苏曼
丽）自 6 月和 7 月两次调整
存贷款的浮动区间后，各家
银行出现了存款利率不一
的局面，不过央行调查统计
司司长盛松成昨天在《金融
时报》撰文表示，存款利率
未上浮到顶的六家大银行
存款余额占比与此前没有
变化，没有出现大规模存贷
款搬家的现象。

存款市场份额最
大变动0.11个百分点

6 月 8 日和 7 月 6 日，央
行两次降息并调整利率浮
动区间。有了自主定价权
后，商业银行对不同期限、
不 同 额 度 的 存 款 定 价 各
异。从期限来看，短期存款
对利率上浮区间的放开比
较敏感，长期存款定价较为
稳定。

目 前 ，除 工 、农 、中 、
建、交、邮储六家大型银行
外，其他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上浮到顶，为基准利率
的 1.1 倍；全部银行 1 年期
（含）以内定期存款利率均
上浮，其中中小型银行上
浮到顶。而对 1 年期以上
定期存款，市场份额占比
75%以上的大、中型银行均
未上浮。

对此，盛松成分析道，
原因一是1年期以上定期存
款仅占全部存款的 10%左
右，其利率变动对银行整体
资金成本影响有限；二是长
期存款重新定价期限较长，
流动性不强，相对稳定。从
额度来看，对于一些大额的
单位存款，商业银行往往通
过协议存款形式与客户协
商确定利率，从而保持客户
和存款的稳定，利率上浮区
间的扩大对这些协议存款

利率影响不大。
“调息后，商业银行竞

争虽有所加强，但存贷款市
场运行基本有序，未出现恶
性竞争，整体情况好于预
期。总体来看，银行体系并
未惊慌失措，应对措施比较
理性，大型、中型银行均未
将 全 部 存 款 利 率 上 浮 到
顶。”盛松成称。截至目前，
未上浮到顶的六大行存款
余额占比与此次利率市场
化前没有变化，主要金融机
构中，单家银行存款市场份
额最大提高 0.11 个百分点，
最大降低 0.11 个百分点，没
有出现恶性竞争导致大规
模存贷款搬家的现象。

下一步可扩大中
长期存款上浮区间

此次放开存款利率上
浮空间后，我国的利率市场

化改革迈出重要一步，而接
下来利率市场化将如何进
行？盛松成表示，我国存款
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
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
思路渐进式推进。经过一
段时间观察后，下一步可进
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
定期存款、大额协议存款利
率的上浮区间；待时机成熟
后再逐步扩大短期和小额
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直至最
终放开上浮限制。

资料显示，国际上大多
数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国家
均是逐步、渐进式放开存款
利率上限的。如德国 1965
年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先
是解除期限在 2.5 年以上的
定期存款利率管制，再解除
期限在 3 个月以上、金额在
100 万马克以上的大额定期
存款利率的管制，两年后存
款利率才全部放开。

新京报讯 （记者沈玮青）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昨日在香
港表示，今年前 6 个月，内地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近
59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
但他同时称，预期全年实际
使用外资的规模将保持稳
定，与去年持平或略有增长。

王超表示，今年上半年，
一批重大外商投资项目已经
陆续设立，并将在下半年到
资，预期今年全年实际使用外
资的规模将保持稳定。

王超还表示，近年来，内
地吸引外资的优势正在从劳
动力成本竞争力强的单一优
势，向投资环境优良的综合
优势转变。随着中央政府近
期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稳增
长、扩内需的利好政策，经济
稳步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
将进一步提振境外投资者对
内地投资的信心。

从去年 11 月开始，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就呈现同

比下滑趋势，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至今年4月。今年5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9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0.05%，这
是该数据半年来首次出现正
增长。王超曾在本月早些时
候表示，这一数据“释放了积
极的信号”。

此前，中国欧盟商会曾
发布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竞
争加剧以及市场准入的商机
错失，22%受访的在华欧洲
企业表示，正在考虑将投资
从中国转移至其他经济体。
王超指出，这一调查结果不
能代表中国投资环境整体状
况，大多数跨国企业仍然认
为中国在企业未来战略中的
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

上周五，商务部部长陈
德铭在参加“外商投资企业
座谈会”时表示，中国将一如
既往地关注并支持外商投资
企业在华的发展，进一步扩
大开放，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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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国企利润总额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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