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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晚间，顺丰、圆通、韵达、申通相继披
露10月份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从整体情况来
看，4家公司10月份业务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申通在10月份业务量增速最快，以
13.17%的速率领跑；圆通依然保持日均5000万票
的业务量，排名第一；韵达、圆通和申通单票收入
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增幅在15%至23%之间不等。

快递物流专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各家业务增长
情况看，申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主要由于
去年同期基数过低，因此数据完全在预期内；圆
通想继续攀登高峰，需要保持业绩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而顺丰业务量在特殊的环境下依然取
得13%的增长，远超市场预期。”

申通业务量依旧领跑

从快递收入来看，10月份同比增速最高的
是申通，其单月快递业务收入增速已连续8个月
领跑。10月份申通快递收入30.33亿元，同比增
长29.83%；快递业务量同比增幅最高的仍为申
通 ，10 月 份 完 成 12.51 亿 票 ，实 现 同 比 增 长
13.17%。此外，顺丰也实现了12.73%的业务量
同比增长，为今年以来首次双位数增速。

单票收入方面，通达系单票收入增幅放
缓。圆通单票收入2.52元，同比增长10.26%，环
比持平，剔除菜鸟裹裹影响单票收入约0.1元，同
比增长5.7%；韵达单票收入2.66元，同比增长
22.58%，环比增长1.14%；申通单票收入2.43元，
同比增长15.17%，环比减少0.41%，剔除菜鸟裹
裹影响单票收入约0.12元，同比增长9.5%。

顺丰速运物流业务板块的收入和业务量同
比增速较9月份实现回升，单票收入则遭遇结构
性下降。公告显示，10月份顺丰单票收入15.04
元，同比减少5.53%。顺丰相关负责人对此解释
称，主要系快递产品结构变化，时效快递中的退
货业务增长较快，以及经济快递实现同比增速
回升影响。

浙商证券分析师匡培钦认为，受“双12”网
购消费及电商去库存需求推动，未来快递企业
业务量还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此外旺季提价
带来的量价双升也将带动行业景气度进一步修
复。“中长期看，随着防疫更加科学精准，单包裹
货值进一步下行，后期行业包裹增速预计仍然
向好。” （下转A2版）

多家快递企业交出10月“成绩单”
行业发展韧性足

贾 丽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正式打响，球场内
外，全世界知名企业的商业角逐也已拉开帷
幕，而中国企业无疑是主角之一。咨询机构环
球数据信息显示，中国企业在本届世界杯的赞
助额达到了约1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

事实上，“中国制造”还印刻在世界杯更多
环节中。拥有国际最高水平的卡塔尔世界杯
主场馆卢赛尔体育场由中国铁建承建，运动员
公寓采用了中辉绿建打造的节能移动房屋，污
水处理方案来自上海佳静，宇通客车的新能源
客车首次被世界杯大规模引入，球场的通讯设
施及联合指挥控制中心的网络设备均为中国制
造, 世界杯周边商品70%来自中国浙江义乌……
如果说，绿茵场下是全球制造业的“世界杯”，那
么“中国制造”则是万众瞩目的夺冠热门。

从品牌、基建、通信系统到一系列智能解
决方案……如今，中国制造不仅向全世界输送
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还已成为更高标准体系
建立的推动者。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新一期11家全球制造
业领域“灯塔工厂”中，有5家来自中国。这些“灯
塔工厂”代表了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
化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国制造的高速动车组首
次在雅万高铁线路上亮相；中国制造的防寒服
装、小电器、电热毯等各种取暖“神器”在海外多
个市场开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超
过100%；此外，我国风力发电设备、千万亿次超级
计算机等装备产品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

“中国制造”正闪耀全球。这其中，中国多
层次资本市场孕育出的上市公司们是重要角
色。比如，10余家上市公司参与雅万高铁建
设；超过10家上市公司“参赛”本届世界杯。

而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底气，也恰恰来
自于“中国制造”。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加速
融合，中国产业正不断向高端价值链攀升；中国
制造则已进入向“智造”发展的新阶段。诚然，
中国制造企业鼓浪前行，首先要练就扎实技术
内功，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把好质量关，
加深行业触角增加附加值，注重本地化经营及
全球协同网络铺设，着力提亮“中国制造”成色。

中国制造业加速出海
世界杯亦是“里程碑”

本报记者 昌校宇

个人养老金业务张弓待发。11月18日，
证监会发布首批个人养老金基金名录和个人
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录，包括129只养老目
标基金及37家基金销售机构，后续两份名录
将持续定期发布并动态调整。

《证券日报》记者从业内获悉，入围名录
的机构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预计最快本周
正式上线个人养老金基金业务（须等待关于
银行养老业务开业的通知发布），届时投资者
将可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名录中养
老目标基金的Y份额。

入围基金公司准备工作已就绪

根据首批个人养老金基金名录，包括易
方达基金、汇添富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嘉实
基金、万家基金、中银基金等在内的40家基金
管理人旗下共计129只养老目标基金入选。

其中，汇添富基金旗下8只养老FOF产品
全部在列。汇添富基金认为，此次名录正式
公布的速度之快，彰显监管部门对个人养老
金发展的重视。

易方达基金管理的7只养老目标基金也
被悉数纳入。易方达基金介绍，养老目标基
金可以分为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和养老目标风
险基金，首批名录中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共50
只，可覆盖预计退休日期为2025年至2050年
的人群；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共79只，目标风险
水平分别为保守、稳健、平衡/均衡、积极。首
批名录中最多的是稳健养老目标基金，共58
只，这类目标风险水平的养老基金投资于权
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30%。

据悉，为配合即将上线的个人养老金基金
业务，汇添富基金在系统、产品、投研、投教、营
销等方面积极准备；嘉实基金正在进行养老专

区换新等；中银基金多元投资部则在投研力量
方面做足了准备；此外，华安基金自研“养老计
算器”功能，为客户规划养老投资提供合理的
投资金额建议；而银华基金直销平台也已完成
了个人养老金业务的相关准备。

部分基金管理人还向《证券日报》记者透
露了“规划图”。工银瑞信基金表示，后续将
持续加强投资能力建设，完善产品布局，提供
专业陪伴，提升持有体验。银华基金介绍，将
持续补充和延伸产品链，提供更多更适合的
产品服务于广大投资者。

此前，证监会公布的《个人养老金投资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
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个人养老金可以投
资的基金产品标准，即“最近4个季度末规模
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上一季度末规模不低于
2亿元的养老目标基金”。 （下转A3版）

个人养老金业务张弓待发 基金销售最快本周上线

本报记者 吴晓璐

高质量的资本市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资本市场深
改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11月
份以来，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规则落地，
即将步入实施；支持央企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
14条举措出台，引导金融资源加快向科技创新
领域聚集；公司债注册制改革迎进一步深化，
推动交易所债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区域
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指导意见出台，补
齐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结构性短板。

“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
导、预期管理等方面有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在

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证监会主
席易会满日前发文表示。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资本和
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都需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对重点领域融资支持，为
实体经济精准赋能。

以三方面为抓手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

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兴业证券董事长杨华辉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
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谈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内涵
和要求，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要更加注重对

‘质’的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多方
面的，包括发展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产业链
的稳健性和安全性、更加健康高效的市场经
济体制等。”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主要有三方
面。”邱国鹭进一步表示，一是要继续深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和优化营商
环境；二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积极开
放地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之中；三是进一
步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全面性和韧性，组织和帮
助企业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进行攻关突破，推动
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完善围绕新型工业化的
人才、服务、研发、市场体系建设。（下转A2版）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将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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