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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要求客观正确全面认识并支持民营经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意见总体要求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

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引导民营企业通过

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

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意见提出，引导全社会客观

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

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正确

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

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

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舆论环境。

加强对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宣传报道，

凝聚崇尚创新创业正能量，增强企业家的荣誉感和社会价值感。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和时代氛围，对民营经济人

士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理解、宽容、帮助。建立部门

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等行为，健

全相关举报机制，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 3 -

2. 【上半年国内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13.3%】

7 月 19 日，财政部公布 2023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从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情况看，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203 亿

元，同比增长 13.3%。其中，税收收入 99661 亿元，同比增长 16.5%；

非税收入 19542 亿元，同比下降 0.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53884 亿元，同比增长 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 65319 亿元，同比增长 13.5%。财政收入增长，除经济恢

复性增长带动外，主要是去年 4 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数。税收方面，国内增值税 37503

亿元，同比增长 96%，主要是去年同期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国内消费税 8272 亿元，同比下降 13.4%。企业所得税 26859 亿元，

同比下降 5.4%。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看，上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33893 亿元，同比增长 3.9%。分中央和地方看，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6666 亿元，同比增长 6.6%；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17227 亿元，同比增长 3.5%。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情况看，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506 亿元，同比

下降 1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12 亿元，

同比增长 0.8%；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21594 亿元，同比

下降 17.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8687 亿元，同比下

降 20.9%。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看，上半年，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43222 亿元，同比下降 21.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

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749 亿元，同比下降 63.3%；地方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42473 亿元，同比下降 19.5%，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24236 亿元，同比下降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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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元指数变化下人民币汇率再次连续下跌】

随着美元指数重新站上 100 关口，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本周连续走低。7 月 19 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开盘即跌

破 7.20 关口，随后进一步跌破 7.21 关口，盘中最低至 7.2188，较

前一交易日 7.1717 的收盘价下跌超过 400 点。离岸市场上，更多

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7月 19日接连跌破

7.20、7.21 和 7.22 关口，盘中最低至 7.2262，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超过 300 点。7 月 19 日，美元指数重新站上 100 关口，最高升值

至 100.3120。天风证券指出，进一步观察上周美元指数回落带动

主要货币的升值情况，人民币处于相对较弱的位置；如果从国内 6

月 13 日降息开始算起，或者从 5月国内人民币汇率破 7 开始考虑，

对比美元指数的走势，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民币走势与国内宏

观预期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后续仍然需要关注进一步增量政策的

力度和实际执行情况。人民币汇率的后续走势仍存在变化的可能。

4. 【上半年国内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同比下降】

7 月 19 日，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介绍，上半年，我国实际使

用外资 7036.5 亿元，下降 2.7%。郭婷婷表示，我国吸收外资基本

稳定。今年以来，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 2.4 万家，增长 35.7%。引资质量也持续提升，高技术产

业引资增长 7.9%，占比提升 3.9 个百分点达到 39.4%，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引资增长 28.8%。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表示，

2022 年，在全球跨国投资下降 12%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吸收外资

逆势上涨了 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

折合 1891.3 亿美元，增长达到 8%，创历史新高，稳居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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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恢复放缓，全球跨国投资低迷，近期联合国

贸发会议发布的《202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由于多重因素影

响，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仍然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在这个影

响下，叠加 2022 年同期高基数的因素，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同比出现了小幅下降，降幅是 2.7%，但整体规模保持稳

定。”朱冰强调，全球跨国投资低迷，国际引资竞争加剧，我国

引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

要指出的是，在上半年中国完全放开疫情管控、全力促进经济恢

复、不断呼吁欢迎民资外资的背景下，实际使用外资却出现了下

降！这种反差足以引人高度关注。外部资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和

市场环境，值得我们客观、理性地思考。

5. 【今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的颓势仍未有改观】

2022 年，被视为钢铁行业“历史最差一年”，市场供需失衡、

钢材价格下跌、成本压力上行，整个钢铁行业普遍承压。进入 2023

年，钢铁上市公司的业绩仍旧“惨淡”。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

截至 7 月 18 日，在已披露业绩预告的 24 家钢铁企业中，18 家钢

企预计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有 10 家公司出现亏损且预减幅度均

超 100%，4 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减幅度超过 80%，仅 6 家

企业预计同比增长。其中，净利润亏损预减幅度较大的是酒钢宏

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97 亿元，去年同期为-4261.48 万元，同比下降约 831%。

首亏且亏损额度最大的是马钢股份，预计上半年亏损 22.38 亿元左

右，上年同期净利润为 14.28 亿元，同比减少 256.72%。国内头部

钢企鞍钢股份上半年由盈转亏，预计净亏损 13.47 亿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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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78%。对于业绩低迷的原因，多家公司在半年度业绩预告中分

析称，2023 年以来，钢铁行业下游市场偏弱，钢材价格大幅下跌，

但成本端仍保持高位，导致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另有业内人士表

示，钢铁上市公司的 2023 年上半年的惨淡业绩与行业自 2022 年

下半年持续走弱有关。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导

致钢铁行业下游需求减弱，钢材价格下跌，原燃料成本上升，整

体效益指标处于低水平。此外，钢铁作为一个周期性的产业，和

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尤其是和房地产的景气度密切相关。房地

产从 2020 年开始出现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钢铁需求持续收缩，对

钢材价格形成巨大拖累，最终导致钢铁的利润受到影响。

6. 【国内信托公司上半年业绩仍持续分化】

近日，有 55 家信托公司相继披露了未经审计的 2023 年半年

度财务报表，其中 7 家信托公司利润总额为负，东莞信托是惟一

一家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均为负的公司。营业收入方面，东莞信

托以-1.24 亿元的营收在行业排名垫底，是惟一一家营收为负的公

司；其次是华宸信托营业收入 0.09 亿元，排倒数第二；长城新盛

信托以 0.31 亿元，排行业倒数第三。营收不足 1 亿元的公司还有

华融信托（0.45 亿元）、杭州工商信托（0.76 亿元）、雪松信托

（0.78 亿元）、华澳信托（0.80 亿元）、中建投信托（0.97 亿元）。

利润总额方面，7 家亏损的信托公司中，北京信托以上半年利润总

额-2.99 亿元行业垫底；兴业信托、东莞信托亏损均超 1 亿元，利

润总额分别为-1.38 亿元、-1.33 亿元；中建投信托、长安信托、

雪松信托、华澳信托亏损不足 1 亿元，分别为-0.39 亿元、-0.34

亿元、-0.29 亿元、-0.19 亿元。同时，信托业分化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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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上海信托、平安信托、华能贵诚信托、中信信托及江苏

信托的利润总额位列行业前五，分别为 76.18 亿元、42.55 亿元、

16.52 亿元、16.45 亿元及 13.95 亿元。上海信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80.86 亿元，主要来自于其高达 74.59 亿元的投资收益。这主要

与上投摩根股权转让落定有关。经纬纺机发布信息显示，子公司

中融信托上半年营业总收入 23.58 亿元，同比增长 1.21%；净利润

7.25 亿元，同比下降 15.86%。中油资本的公告显示，昆仑信托上

半年营业收入 2.8 亿元，同比下滑 34.69%；净利润 1.36 亿元，同

比下滑 49.28%。

7. 【美国重申对华投资限制的打击范围有限】

7 月 18 日，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美国官员计划在 8

月底前完成对华投资项目的筛选，领域包括中国半导体、量子计

算和人工智能行业。知情人士还透露，这些限制可能只适用于新

投资，美国政府也决定不考虑对生物技术和能源行业进行限制，

表明白宫“早期（对华开展科技战的）雄心已削弱”。这一观点

与此前美国财长耶伦的说法彼此呼应。7 月 17 日，耶伦在接受彭

博社访问时也曾指出，对华投资限制的针对性有限，对于寻求中

国市场或关注更广泛经济增长的公司来说，这将带来一些缓解。

她透露，“这些限制将会针对性狭窄，侧重于一些部门，特别是

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不会对美国在中国投资有广泛影

响，或者在我看来会对中国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宽泛控

制。”耶伦还说，限制措施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华投资的宽泛

管制措施。“在我看来，也不会对中国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影响。”

她也再次强调，“正在筹划的措施以及现有的出口管制，并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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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任何具体行动的报复，也并非旨在遏制中国整体增长”。此

外，为了确保相关政策的精准和有效，美国政府将花费更多时间

进行评估和设计。因此，即使官员们能在 8 月底之前完成相关提

案，限制措施最早也需要到 2024 年才有望生效。

8. 【6 月中国内地乃至亚洲的对外出口都明显下滑】

今年 6 月，中国内地、越南、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明显

的出口下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

中国（内地）6 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12.4%，进口也下降了 6.8%；

并且中国是连续两个月进出口下滑，下滑幅度也在增大。路透社

称，中国 6 月份出口创下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最大跌幅。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6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23%，越南下降了11%，

韩国下降了 6%。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们认为，全球

贸易近几个月一直在走软，原因有很多方面。一方面，西方消费

者已经不再像疫情期间那样在电子产品、家居等方面大把花钱，

而是把钱花在旅游和外出就餐等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央行

推行遏制通胀的措施，调升利率，借贷成本飙升挤压了消费者和

企业支出，抑制了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并且这种贸易放缓还将

继续。此外，主要经济体推动重塑全球产业链，把更多的工厂带

回本土，进一步冲击了全球贸易的前景。有经济学家预测，贸易

要到今年晚些时候才能恢复，这取决于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比较温

和。

本期发：集团领导，各部门、分（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