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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消費修復向好 7月環比增速轉正
政策發力旺季到來 文旅國潮等成新增長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7月中

國經濟運行「成績單」，中國經濟延續回升向好態勢，其中，隨着促

消費政策發力顯效和暑期消費旺季到來，消費繼續修復。7月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7%，比6月加快0.7個百分點，當月環比增速

由負轉正，商品零售有所加快，以手機、體育娛樂用品等為代表的數

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等新型消費錄得快速增長。國家統計局

表示，市場潛力、政策效力有望帶動國內需求繼續恢復，國內消費市

場潛力有望進一步釋放。從中國經濟整體看，儘管面臨不少風險挑

戰，中國經濟發展仍是有利條件佔優，有基礎、有條件戰勝發展和轉

型中的問題，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5日下午，英國某
知名行業協會與浦東某航運公司簽署了臨時仲裁協
議，該案在浦東受理，正式進入仲裁程序。
相比於訴訟和調解，仲裁一直是國際航運界解決海
事爭議的首選。而臨時仲裁，比機構仲裁的歷史更悠
久，除了具有專業、高效、保密等特點，還因價格更
低、滿意度更高，在海事領域具有難以比擬的優勢。

浦東制度性開放迎來正向回饋
上海市浦東新區司法局黨組書記、局長黃愛武表
示，本案是中國內地首例外方當事人申請在內地開
展臨時仲裁的案件。「雙方當事人由原約定倫敦仲
裁，現選擇浦東開展臨時仲裁，這是浦東制度性開
放的正向回饋，也是上海仲裁國際公信力、國際影
響力和國際市場競爭力不斷提升的真實寫照。」黃
愛武說。
此次英國該行業協會與浦東公司原先約定選用倫
敦國際仲裁院仲裁規則（LCIA仲裁規則），適用英
國法，在英國倫敦仲裁。但綜合考慮涉案金額、時
間成本等因素，雙方補充約定選用8月1日新發布的
上海仲裁協會臨時仲裁規則，適用中國法，以上海
為仲裁地、浦東新區為開庭地，共同選定了一位海
事領域專家擔任本案獨任仲裁員。
與機構仲裁不同，臨時仲裁主要聚焦涉外海商海
事糾紛的快速處理。當事人有更大的自由選擇權，
可以自行選擇仲裁員，約定適用規則和審理方式
等，這也是世界通行的爭議解決方式之一。
2024年6月，上海市司法局出台了《上海市涉外商

事海事臨時仲裁推進辦法（試行）》（以下簡稱
《辦法》），規定了臨時仲裁適用範圍、選定仲裁
員和仲裁規則、仲裁程序推進和保障等，這是中國
內地首個在地方層面上明確規定和認可臨時仲裁制
度的法律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
（簡稱「草案」）近日在民政部官網公布並公開
向社會徵求意見。草案規定，結婚登記和離婚登
記都不再需要戶口簿，並取消了過去對登記的地
域管轄規定。與此同時，結合《民法典》，草案
新增了關於30天「離婚冷靜期」「婚前隱瞞重
大疾病可撤銷婚姻」等條例，並對「離婚冷靜
期」進行了具體規定，規定任何一方不願意離
婚的都可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
婚姻登記機關應當終止離婚登記程序。

上半年結婚登記數近年新低
民政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結
婚登記343萬對，較去年同期的392.8萬對減少
49.8萬對。另外，今年上半年結婚登記數也創
下近年新低，僅為2014年同期694萬對的一半
左右。據統計數據，在2023年止跌回升以前，
全國結婚登記數已持續下跌多年，從全年數據
來看，2013年全國結婚登記數為1,346.9萬對，
從2014年開始逐年下降，2019年跌破1,000萬
對大關，2021年跌破800萬對大關，2022年跌
破 700 萬對大關，而 2023 年則回升至 768 萬
對。

辦理離婚需身份證和結婚證兩項
現行《婚姻登記條例》2003年10月1日正式

施行。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本次修訂草案
相比原條例，在登記程序上作了較大修改，取

消了需出示戶口簿的要求，辦理結婚登記的內
地居民只需出示本人的居民身份證，以及本人
無配偶以及與對方當事人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
以內旁系血親關係的簽字聲明兩項。辦理離婚
登記的內地居民出具的證件也只包括本人的居
民身份證和本人的結婚證兩項。
與此同時，草案取消了對婚姻登記地域管轄

的規定：內地居民結婚，男女雙方應當共同到
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內地居民自願離
婚的，男女雙方應當簽訂書面離婚協議，共同
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登記。這也意味着，
未來進行婚姻登記將不會再有地域限制，從
「全省通辦」到「跨省通辦」「全國通辦」的
進程也正在提速。
值得關注的是，草案對「離婚冷靜期」的細

化規定引起廣泛討論。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
《民法典》，其對「離婚冷靜期」的規定為，
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
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
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而修訂草案中則提
到，「離婚冷靜期」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
都可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婚姻
登記機關應當終止離婚登記程序。
貴州瀛黔律師事務所律師彭興鎔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的法律位階效力層級從高到
低依次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
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國務院部門規
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在立法中，上位法可以作
為下位法的立法依據；在法律適用中，下位法

與上位法規定抵觸的，必須適用上位法。「部
委通常沒有直接修改法律的權力，民政部發布
的徵求意見稿屬於國務院部門規章，是在《民
法典》的框架內對具體執行細節進行解釋或細
化。」
此外，草案的多個條款中明確了可以撤銷婚

姻的情形：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當事人可以
依法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一方當事人患
有重大疾病的，應當在結婚登記前如實告知另
一方當事人；不如實告知的，另一方當事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草案還明確了不
予受理離婚登記的三類情形，分別是未達成離
婚協議的；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為能力人的；以及結婚登記不是在中國內
地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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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擬修例 婚姻登記取消地域限制無需戶口簿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更能體現
趨勢的季調後環比看，7月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0.35%，由降轉
升，高於6月0.45個百分點，反映消費
修復向好。當月商品零售同比增長
2.7%，比6月加快1.2個百分點；超過
五成的限額以上單位商品類別零售額
同比增速回升，文體賽事帶動下體育
娛樂用品類商品零售額增長10.7%，6
月為下降1.5%。耐用消費品中，手機
銷售升溫，通訊器材類商品零售額同
比增長12.7%，比6月加快9.8個百分
點。1月份至7月份，服務零售額同比
增長7.2%，增速放緩0.3個百分點，但
高於同期商品零售額4.1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
師、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劉愛華
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數字消費、
綠色消費、健康消費正在成為新趨
勢，智能家居、文娛旅遊、國貨潮品
正在成為新增長點。
劉愛華指出，近期召開的中央政
治局會議圍繞促消費作出具體部
署，強調要以提振消費為重點擴大
國內需求，經濟政策的着力點要更
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特別是直接
向地方安排 1,500 億元左右超長期特
別國債資金，加力支持地方實施消費
品以舊換新。隨着增加居民收入、增
強消費能力和意願各項政策的貫徹落
實，消費市場恢復的基礎將進一步
得到鞏固。

汽車消費連續5個月同比下降
不過，汽車消費連續5個月同比下
降，房地產相關消費持續偏弱，加之
7月餐飲收入增速放緩，亦顯示出經
濟中消費需求不足、房地產市場恢復
較慢等問題。7 月，在社零中佔比
10%左右的汽車類消費同比降幅收窄
1.3個百分點至4.9%，今年3月以來持
續同比下降；傢具類消費同比由增長
1.1%轉為下降1.1%，建築及裝潢材料

類、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消費同比
分別下降2.1%、2.4%。另外，雖然暑
期出行增多，7月當月餐飲收入同比
增速放緩 2.4 個百分點至 3.0%，為
2023年3月來最低。

專家：總體態勢延續回升向好
劉愛華分析7月中國經濟形勢表示，
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總體
延續了回升向好的發展態勢。「但也
要看到，經濟運行面臨一些新的困難
和挑戰，外部環境更趨變亂交織，不
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國內有效
需求不足，新舊動能轉換陣痛顯現，
不同領域之間發展出現分化，還有高
溫、暴雨、洪澇等短期因素也對經濟
運行產生了一定的擾動。」
從生產端看，劉愛華認為，經濟新

的增長點逐步形成，有利於增強經濟
上行動力。1月至7月，規模以上高技
術製造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佔比同
比分別提高0.6和0.9個百分點；虛擬
現實設備、新能源汽車等智能綠色產
品都保持兩位數以上增長。
從需求端看，市場潛力、政策效力

有望帶動國內需求繼續恢復。近期，
各地加力推動消費提質升級，圍繞國
潮新品、區域特色優化消費供給，親
子遊、演出遊、賽事遊、影視遊等新
型融合式消費快速發展，成為帶動消
費增長的亮點。近期出台的《關於促
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關
於加力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
以舊換新的若干措施》將逐步落地實
施，加上下階段中秋、國慶、元旦等
假日到來，國內消費市場潛力有望進
一步釋放。
投資方面，「兩重」建設項目提速

建設，短板領域、薄弱環節、新賽道
新領域投資增勢良好。加之，宏觀政
策力度不斷加大、效應持續釋放，劉
愛華表示都將為鞏固經濟回升向好態
勢提供有利條件。

7月工業生產增速略低於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由於內地部分地
區出現高溫、暴雨、洪澇等極端天氣，加之有效需求不足
等多方面因素影響，7月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有
所放緩，略低於市場預期，前7月民間投資累計同比增速降
至0，民間投資信心有待恢復。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

長5.1%，增速較6月放緩0.2個百分點。三大門類中，製造業
增加值仍然增長最快，同比增長5.3%，增速高於工業總體，
但低於6月0.2個百分點。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
業仍保持較快增長，增速加快至14.3%；汽車製造業增加值增
速則放緩至4.4%，低於6月2.4個百分點，汽車產量同比也由
增轉降。7月新能源汽車產量增速大幅放緩9.2個百分點至
27.8%，受此影響，汽車整體產量從增長轉為下降2.4%。
投資方面，1月至7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

3.6%，增速較前值回落0.3個百分點；扣除房地產開發投
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0%，增速放緩0.5個百分點。

前7月民間投資增速降至0
值得關注的是，1月至7月民間投資同比增速已降至0，

為年內最低，低於同期國企投資增速6.3%；扣除房地產開
發投資，民間投資增速回落0.1個百分點至6.5%。
民間投資增速在2023年5月至年末連續8個月負增長，今

年以來有所恢復，一季度同比增長0.5%，為年內高點。二

季度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呈現放緩態勢，顯示民間投資動
能不足。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分析指出，房地產
投資調整拖累了民間投資，但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盈利承
壓、產能利用不足，以及應收賬款較快增長使得民營企業
負債壓力被動提升，都制約了民間投資擴張。鍾正生認
為，民營服務業及基建和社會領域的投資具備潛力，民企
面臨的政策環境進一步優化，將有利於民間投資的信心恢
復和盈利修復。

7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2%
另外，受畢業季影響，7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0.2
個百分點至5.2%，但較上年同期低0.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
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劉愛
華表示，7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季節性上升」，主要是由於
進入傳統畢業季，高校應屆畢業生集中離校進入勞動力市
場的影響。
劉愛華表示，隨着各項政策效應繼續釋放，經濟持續回
升向好、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催生就業新崗位，就業形勢
有望繼續保持總體平穩。但同時也要看到，就業總量壓力
依然存在，就業難、招工難並存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
出，部分行業和重點群體的就業仍然承壓。下階段，要堅
持把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就業作為重中之重，付出更大
努力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

◆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7%，商品零售有所加快，以手機、體育娛樂用品等新型消費錄得快速增長。圖為8月14日
在北京一家網球俱樂部，小學員們參加網球暑期夏令營。 新華社

◆未來進行婚姻登記或不會再有地域限制，只
需身份證全國通辦。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