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7033亿千瓦时

除天气因素外， 经济增长
也是影响用电量的重要原因。6
月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全
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 达到
70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8%，
两年平均增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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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上半年国民经济稳中向好

真正的开放来了？近日，不断有消
息传出， 阿里巴巴和腾讯正在考虑逐
步向彼此开放生态。知情人士透露，初
步步骤可能是， 阿里巴巴将腾讯的微
信支付引入淘宝、天猫。而在微信体系
中， 用户可直接分享来自淘宝的商品
信息或通过微信小程序访问。

不是冤家不聚首。过去十余年，尽
管在很多场合，马云马化腾不乏交流，
但在业务维度， 两大巨头“针尖对麦
芒”，那些屏蔽与反屏蔽，以及谁先发
起屏蔽，成了无头公案。

吊诡的是，过去十余年，开放是巨
头们的共同命题，但腾讯阿里只能“零
和博弈”：开放是各成派系，分阵营你
死我活。

活久见也罢，小兴奋也好，腾讯阿
里算不上“彻底的握手言和”，但部分
业务的互通互利，着实令人期待。尤其
在反垄断监管趋严的大环境下， 用户
因此受益良多，企业亦可换种思路。

两大巨头的一小步， 互联网新开
放共赢模式的一大步。

新开放共赢， 就要与以前的开放
共赢“说再见”。前文所述，腾讯阿里过
去的竞争， 是整个互联网竞争模式的
缩影：开放与封闭像孪生兄弟，开放是
各自阵营的开放， 封闭是敌我阵营的
封闭———巨头裹挟的小兄弟越多，大
大小小的战斗就越激烈。

新开放共赢，意味着更大意义上
的“为人民服务”。草莽时代的企业
竞争，反射到用户福祉上，是不折不
扣的双刃剑。 两大巨头激烈博弈的

时候，为了击溃对手，经常拿出免费
甚至倒贴的诱惑， 用户确实尝到过
甜头。

但当用户离不开A也离不开B，且
用户数量巨大的成熟阶段， 数据和功
能上的封闭，反而成了开放的掣肘。腾
讯阿里这样的TOP2企业，旗下产品众
多，均是用户高频的生活工作必备，是
互联网“水电煤”。而App之间不互通，
导致了诸多使用障碍， 也有违科技让
生活更便捷的本意。

新开放共赢， 不只是“体恤民
情”，更能让企业转变竞争策略，变得
更加理性，致力于竞合双赢。竞争固
然是市场保持活力的手段，创新才是
源泉。初创时期的企业，不构成垄断，
尚能纵情创新，用技术和产品的优势
击败对手。

成熟期的企业，例如腾讯阿里，垄
断已成事实，尽管垄断本身不是错，难
免习惯性体量压制，而不是创新驱动。
以此为据，所有的封闭，本质上是惰于
创新，赖以垄断。一旦动用过激的市场
策略，就落入不正当竞争的陷阱，也就
是反垄断监管的重点。

说到底，反垄断代表了理性，给狂
热、盲目的市场降降温。企业或被动或
主动，必须解答理性竞争这道新课题。

因此，腾讯阿里互通什么？谁占了
便宜，谁吃了暗亏？很难用一时的高下
来评判，也不应该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我们心存希冀的是， 以超级巨头互通
为标志，中国互联网真正的开放共赢，
就此打开了一扇窗。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腾讯阿里互通？反垄断下的新共赢
张绪旺

用电高峰到来 1000万吨国储煤将投放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阮航达）伏天
已至，又一轮用电高峰到来，叠加前期煤炭

供应紧张情况，国家层面出手了。7月15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为做好迎峰度夏煤

炭供应保障工作，已提前制定煤炭储备投放

预案，本次准备投放规模超过1000万吨，主

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几十个储煤基地和有

关港口，能够根据需要随时投放市场。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全国用电量开始

飙升，多地刷新纪录。7月14日13时34分，华

东电网调度口径最高用电负荷达到3.3886

亿千瓦（分钟级），创下历史负荷新高，较去

年最高值增长6.23%。当天，上海、江苏、浙江

和福建调度口径用电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

分别为3352.7万千瓦、12041.5万千瓦、9630

万千瓦和4555万千瓦。

除天气因素外，经济增长也是影响用电

量的重要原因。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消

息称，6月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全社会用

电量持续增长，达到7033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9.8%，两年平均增长8.4%。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用电量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3%；第二产业用电量4832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8.5%，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

约60%，是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的主力；第

三产业用电量12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88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6.8%。

但在供给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6月生产原煤3.2亿吨，同比下降5%，比

2019年同期下降6.1%，两年平均下降3.1%，

日均产量1077万吨；进口煤炭2839万吨，同

比增长12.3%。1-6月生产原煤19.5亿吨，同

比增长6.4%，比2019年同期增长7.1%，两年

平均增长3.5%；进口煤炭13956万吨，同比

下降19.7%。

在这之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波及到

了煤炭产业，对此，5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煤

炭价格虽有所回落，但近期又有反弹趋势。

中国能源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

究员董晓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煤炭供应紧张的局势是去年下半

年以来的延续。从去年二季度疫情得到控制

后，我国经济复苏强劲，产业发展动力充足，

所以对煤炭和电力的需求就非常大。同时，

我国煤炭之前去产能，虽然去掉了低效产

能，但也会造成供应紧张的情况。”

经济学家王赤坤也对北京商报记者分

析称：“每一次经济新周期启动都会引起煤炭

价格暴涨，此次煤炭价格上涨应该叠加了美元

超发贬值传导的大宗商品涨价、煤炭库存和产

能不足、经济复苏对煤炭需求预期上升，再加上

部分商家待价而沽等多方面因素。”

面对煤炭价格高位波动和煤炭供应保

障问题，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有关负责

人在6月26日曾表示，正全力推进煤炭增产增

供，督促晋陕蒙主要产煤地区和重点煤炭生产

企业按照“一矿一策”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增产增供，重点保障电厂用煤需要。

该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全国120万吨/

年及以上大型煤矿产量占比达到80%以上，

在产煤矿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90%，供

给能力不断增强，安全保障程度不断提高。

同时，全国统调电厂供煤大于耗煤，存煤保

持在20天左右的合理水平，东部沿海地区电

厂存煤已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根

据煤炭供需形势需要，先后4次向市场投放

了超过500万吨国家煤炭储备，主要是在需

求和价格增长过快时，择机投向煤炭供需

矛盾突出、保障难度大的地区。从效果来

看，基本达到了增加供应、平抑价格的目

的，也为今后更大规模投放积累了经验。目

前，全国已建成超过1亿吨政府可调度煤炭

储备能力，储备基地现有存煤4000万吨左

右。下一步，将根据供需形势变化再分批次

组织煤炭储备资源有序投向市场，保障煤炭

稳定供应。

对于后期煤价的走势，国家发改委负责

人认为：“预计7月份煤价将进入下降通道，

价格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产煤地区停

产煤矿将逐步恢复生产，预期7月初就能够

恢复到6月上旬的生产水平，而且一些具备

增产潜力的优质先进产能下半年还将逐步

释放。而根据进口煤订单情况看，7月、8月将

是进口煤到货的高峰期，煤炭供应将进一步

得到有效补充。”

王赤坤分析称：“政府一方面推动煤炭

企业增加量产供给，一方面约谈相关贸易商

打击待价而沽和囤货行为，并且积极根据需

要投放煤炭储备。相信随着调控措施和产能

补充，相关上涨因素影响将逐渐减弱，价格

上涨局面有望得到改善。”

高技术产业投资加速跑

对于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总体情况，财

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国民经济呈现出“持

续稳定恢复，结构趋于均衡，创新动能增强，

韧性有待提升”四大特征，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加快，中小微企业仍面临原材料成本上涨、汇

率波动加大等多重困难，其恢复元气仍需政

策再帮一把。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在上半年成绩突出。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5900亿元，同比增

长12.6%，6月环比增长0.35%。

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在近年

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23.5%，两年平均增长14.6%，高

技术产业投资快于全部投资10.2个百分点。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29.7%、12%，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17.1%、9.5%。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甘肃、

陕西西安等地推进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全力

扩大有效投资。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明显。就北京而言，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此前曾介绍：“北京补短板、锻长板领域投资

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5.1%，商务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8%，保障

性住房投资同比增长12.2%，教育领域投资同

比增长7.8%。”数据显示，1-4月，北京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9.9%。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速一直高于整体投资增速，对于改善

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

用。他建议，未来促进高技术投资，要切实

落实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持续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准入

退出更便捷。

据悉，目前“十四五”规划确定的一批重

大工程项目正在陆续部署推进。6月新入库的

5000万元及以上的大项目超过1万个，环比增

长11.6%。

近年来，我国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体系、采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等创新支持政策，加大“双创”力度，创新引领作

用显著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的成

长壮大。刘爱华表示，“三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对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恢复发挥了重

要作用，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对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消费升级新业态壮大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

涨0.5%，一季度同比持平。其中，6月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5月回落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4%。上半年，城市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0.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4%。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0.4%。其中，

猪肉价格下降19.3%，粮食价格上涨1.2%，鲜

果价格上涨2.6%，鲜菜价格上涨3.2%。

但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

4.4%，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同时，消费

升级也渐成趋势。上半年升级类商品消费得

到较快增长，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

化妆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等9类商品零售额

两年平均增速超过10%。

在新业态、新模式成长壮大的当下，上半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61133亿元，同比增长

23.2%，两年平均增长15%，比一季度加快1.5

个百分点。

王静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半年消

费升级表现在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

如“五一”档票房创历史新高，中国成为全球

最大电影市场等；同时，从必选消费向可选消

费转移，如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化

妆品类等商品消费高于整体增速；此外，从线

下消费向线上消费迁徙，网购消费能够起到

创造新市场主体、拉动就业、降低销售成本、

刺激居民消费等作用。

居民收入同步经济增速

上半年，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

12.6%，这主要是受到去年上半年低基数的影

响，两年平均增长7.4%，比一季度加快0.4个

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2%，

两年平均增长5.2%，略低于经济增速，基本

同步。

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5

元，同比名义增长11.4%，实际增长10.7%；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48元，同比名义增

长14.6%，实际增长14.1%。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经济复苏带来的

就业形势稳定和经营活动恢复以及各地持

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政策支持因素的共

同促进下，今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已

与经济形势同步改善。但考虑到当前的消

费数据水平仍较疫情前存在较大差距，居

民可支配收入可能需要进一步增长，以支

撑消费的形成。

刘爱华也指出，“考虑到去年以来我们遭

受疫情冲击，可以说实现5.2%的人均收入增

速是相当不容易的”。

据了解，疫情以来我国各地持续加大民

生保障力度，提高了养老金标准，加强困难群

体基本生活保障，及时做好社会救济和临时

救助，人均转移性净收入增长了9%，两年平

均增长了8.6%。

在保障就业方面，上半年数据显示，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63.5%。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与5

月持平，比去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

随着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带动了工

资性收入比较快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工

资性收入同比增长了12.1%，两年平均增

长了7.2%。

“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经济反弹复苏仍

在轨道中，按目前的情况看，只要下半年不出

现极端情况，全年完成6%的增长目标基本没

有问题。同时，经济恢复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

在，体现出明显的生产强服务业弱、外需强内

需弱等特点。”吴婉莹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202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出炉。7月1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介绍，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刘爱华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继续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快速成长，质量效益稳步

提高，市场主体预期向好，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居民收入情况

全国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
净收入

人均财产
净收入

人均转移
净收入

10104

2752
1582

3204

隍12.1%

隍17.5%
隍15%

隍9%

单位：元

食品烟酒 3536元

居住 2649元

交通通信 1455元

教育文化娱乐 1119元

医疗保健 1015元

衣着 742元

生活用品及服务 669元

其他用品及服务 28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