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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我国进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
8月7日，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按美元计

价，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5646.6亿美元，同比增
长11%。其中，出口3329.6亿美元，同比增长
18%；进口2317亿美元，同比增长2.3%；贸易顺
差1012.6亿美元，扩大81.5%，创历史新高。

按人民币计价，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出口2.25
万亿元，同比增长23.9%；进口1.56万亿元，同比
增长7.4%；贸易顺差6826.9亿元，扩大90.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7

月份，我国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1.17万亿
元，同比增长18.8%，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5.6个
百分点。RCEP今年正式生效实施，进一步深
化了区域经济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合作，为地
区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
主管庞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
论是从出口还是进口分项，抑或是对东盟、欧盟、
美国等主要贸易对象的数据来看，7月份中国外
贸结构总体上显现出较好的反弹复苏迹象。

7月份出口增速超出市场普遍预期。“7月
份出口额增速高位上行，原因之一是去年同期
基数走低，在同比方面推高今年增速。”东方金

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7月份，我国对欧盟、东盟和印度的出口同
比均现高位上行。另外，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也
是支撑出口额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美、欧等我国主要出口目的地正在经
历高通胀，带动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上涨。7
月份贸易数据显示，鞋靴、钢材出口额增速均明
显于高于出口量增速；国际油价上涨背景下，成
品油出口量同比大幅下降，出口额则同比大增。

从进口来看，7月份进口增速略有上升。王
青认为，这主要源于上年同期进口基数大幅下
沉。进口增幅不高也与当前国内对上游大宗商
品需求较弱相关，加之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一

波下跌，都对我国进口额增长形成一定抑制。
展望后期，出口方面，庞溟表示，在外需仍

存在相当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出口仍
有望保持一定韧性，短期来看仍能保持两位数
增长，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等方面的趋势性因素
和结构性优势仍然可以带动外贸出口，并缓冲
出口增速下行压力。

进口方面，王青预计，伴随近期原油等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轮较快下跌，我国进口成
本将随之下降，会对进口额增速形成一定抑制
作用。另外，考虑到下半年国内经济修复力度
将较为温和，进口需求大增的概率不大，预计下
半年进口将延续较低增速。

我国7月份出口增速超市场普遍预期
贸易顺差1012.6亿美元，扩大81.5%，创历史新高

张 敏

最近，国内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新迎来了高
光时刻。

公司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获得药品批准
证明文件，新增用于特发性身材矮小（ISS）相关适
应症。与此同时，公司明确提出打破品种单一局
面，逐渐将产品结构向多产品线、多赛道进行转
变。二级市场上，8月5日，长春高新涨停。若拉长
时间线来看，据同花顺数据显示，4月27日以来，此
前经历深度调整的长春高新区间涨幅超71%。

在笔者看来，这可以视作集采背景下药企创
新转型的一个缩影。

尤其是在集采常态化背景下，医药行业竞争
加剧、洗牌提速，倒逼生物医药企业在发展战略、
组织架构、创新投入、资本运作等方面做出调整
并实现价值释放，行业正迸发出新的生机。

例如，老牌药企华东医药通过外部合作、产品
授权引进(License-in)等方式，深化布局医美和创
新药业务。2022年，公司已经实现了重磅在研产品
的权益海外授权（license out），积极转型释放潜力。

而在资本助力下，企业创新投入有增无减。
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生物医药行业27家
公司得以上市融资，募集资金超360亿元，为后续
的创新投入提供助力。

目光如炬的跨国药企也在布局创新药资
产。8月4日，PD-1研发生产企业信达生物宣布
与跨国医药企业赛诺菲达成肿瘤领域战略合
作。此外，信达生物还获赛诺菲3亿欧元的初次
战略股权投资，认购价格为按照股份协议日期前
三十个交易日股份的平均收市价溢价20%。

事实上，作为“长坡厚雪”的代表赛道之一，
生物医药板块此前的持续下跌曾让不少投资者

“承压”。截至8月7日，生物医药指数近一年来跌
幅超36%。经过一年的整体回调，当前医药行业
滚动市盈率已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风物长宜放眼量。随着《“十四五”国民健康
规划》等政策落地实施，在人口老龄化和消费升
级背景下，创新治疗技术加速推出，国民对生命
健康的需求不断提升，生物医药行业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和持续深耕的价值。相信经历了风雨
的生物医药行业仍将向阳而生。

生物医药行业向阳而生

本报记者 昌校宇 杨 洁

近期，多地多部门进一步出台政策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金融机构也积极
响应并主动担当。一方面，对于存量部分，监
管部门和各地政府及时分解执行稳房地产市
场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也纷纷行
动，提速为房企纾困；另一方面，对于增量部
分，多地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营造良好市场环
境。

目前，多地“保交楼”政策举措落地有声，
购房者直呼“很放心”；三四线城市的从业者
则期待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AMC纷纷纾困房企，说明各类扶持工作已进
入实质阶段，随着中央层面对“保交楼”作出
明确指示，预计相关AMC和出险企业的合作

情况会增加。同时，优化预售资金监管是因
城施策、压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的重要方面，
预计后续其他地区也会陆续跟进。

AMC加速纾困房企

近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稳定房地
产市场工作作出明确指示。7月28日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保交楼”，强调“压实地
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银保监会十日
内三次点题“保交楼”。地方层面，上海银保
监局在召开的2022年年中工作推进会中提
到，“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支持上海市
做好‘保交楼’工作”。

与此同时，年内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政策，
鼓励AMC积极参与问题房企并购重组、中小金
融机构改革化险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工作。

AMC纾困房企速度正在加快。8月5日，
中国华融发布消息称，近日公司与阳光集团
签署《纾困重组框架协议》，并召开纾困战略
合作会议。7月19日，河南资产联合郑州地产
集团设立郑州市地产纾困基金，通过资产处
置、资源整合、重组顾问等方式，参与问题楼
盘盘活、困难房企救助等解围纾困工作。今
年以来，中国华融、长城资产、信达资产、东方
资产等4家全国性AMC先后参与出险房企的
收并购行动。

8月7日，记者从长城资产获悉，今年上半
年，公司通过“总总对接”“总分联动”等方式，
与12家重点受困房企开展多轮对接及项目筛
选，对受困房企提供的意向纾困项目资产深
入研判。 (下转A3版)

多地“保交楼”政策举措落地：
购房人称“放心”从业者盼“扩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