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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8月6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和林安物流集团联合调查发布
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
价指数为103.2点，比6月份回升
0.99%，比去年同期回升0.65%。从
周指数看，第一、三周运价指数环
比回落，第二、四周运价指数环比
回升。

据了解，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
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领
土范围内公路物流运输价格变动
程度和变动趋势的相对数。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高
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综合来看，7月份经济运行
持续趋稳，国内市场需求偏紧局
面延续，当前进入传统生产淡季
叠加部分地区遭受高温多雨天
气，运力供给总体保持稳定，部分
地区运力供给有所趋缓，公路运
输市场处于季节性调整期。7月
份运价指数环比小幅回升，主要
受前期供需失衡加剧和部分区域

运输受阻导致，出现恢复性回调，
且在暑期消费和大宗能源消耗拉
动下，运价指数整体水平相较去
年同期有所回升。

分车型指数看，各车型指数环
比小幅回升，同比去年总体回升。
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
车指数为103.4点，比6月份回升
1.05%，比上年同期回升0.79%。零
担指数中，零担轻货指数为102点，
比6月份回升0.76%，与上年同期基
本持平；零担重货指数为103.4点，
比6月份回升1.04%，比上年同期回
升0.84%。

分区域看，九大区域运价指数
均有所回升，其中华中、西北、山东
半岛区域运价指数回升较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路运输具有速度
快、灵活性高的特点，能够快速、高
效地运输货物，降低物流成本，提
高物流效率，进而促进整体经济的
发展。

从后期走势看，高帅认为，当

前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市场需求仍
需进一步巩固增强，公路运输市场
供需仍不稳定，尽管上游企业预期

总体乐观，但下游市场竞争依旧激
烈，盈利空间承压，亟需通过一系
列稳经济扩内需政策、推动大规模

以旧换新促消费举措，改善公路运
输市场环境，促进公路运输市场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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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8月6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7月份全球制
造业PMI为48.9%，较6月份下降0.6个
百分点，连续4个月在50%以下。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综合指数
变化，全球制造业PMI持续在50%以
下，且降幅较6月份有所扩大，意味
着全球经济复苏动力继续趋弱，且
下行压力有所增加。

基于当前全球经济恢复仍存下
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并未提升对全

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维持2024年全
球经济3.2%的增速预判，与4月份的
预测结果持平。

武威表示，全球经济压力增加
或将促使世界各国加快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或改变原来的货币政策方
向。随着世界各国通胀压力逐步缓
解，降息本就是世界各国的主要货
币政策取向。各国降息周期的陆续
启动，将使得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宽
松，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分区域看，7月份，亚洲制造业
PMI为50.8%，较6月份下降0.3个百
分点，连续7个月在50%以上。

“综合指数变化，亚洲制造业增

速虽较上月放缓，但指数仍在50%以
上，且高于非洲、欧洲和美洲制造业
PMI，意味着亚洲制造业仍保持平稳
运行。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
济复苏的主要稳定器。”武威表示。

欧洲和美洲制造业PMI较6月份
均有不同程度下降。7月份，美洲制
造业PMI为47.5%，较6月份下降1.4
个百分点，降幅较6月份扩大1.2个百
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创出年
内新低；7月份，欧洲制造业PMI为
47.9%，较6月份微幅下降0.1个百分
点，连续2个月环比下降。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报告
显示，7月份，美国制造业PMI为

46.8%，较6月份下降1.7个百分点，
连续4个月低于50%，连续4个月环
比下降。分项指数变化显示，制造
业生产、需求和就业活动较上月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生产指数、新订
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在50%以
下，且较上月均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武威表示，美国通胀压力有继续
放缓的迹象，结合经济和就业数据下
降以及通胀压力放缓来看，美联储选
择在9月份降息的概率将大幅上升。

值得关注的是，7月份，非洲制
造业PMI为50.1%，较6月份上升1.5
个百分点，结束连续2个月环比下降
走势，重回50%以上。

“综合指数变化，非洲制造业恢
复力度较上月有所回升，但也要看
到，今年以来，非洲经济恢复波动性
较大，前7个月，非洲制造业PMI仅2
个月位于50%以上，非洲经济恢复
的稳定性仍待提升。”武威认为，非
洲经济恢复的稳定性一方面取决于
全球经济恢复的稳定性，另一方面
取决于非洲各国经济恢复的内在稳
定性。除此之外，加快包括电子商
务在内的数字经济转型是非洲经济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非洲
各国正在致力加快普及互联网，加
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有利于
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营商环境。

7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48.9%
各国降息周期陆续启动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本报记者 田 鹏

今年以来，中资企业在海外发行可转债的
热度大幅攀升，发行规模创下新高。据Wind数
据统计（注：全文数据来源），截至8月6日，年内
中资企业海外可转债发行规模已达170.51亿美
元，同比增长159.29%，创全新的历史纪录。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一体
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资
企业为适应这一变化，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
道，以获取更多资金支持，满足自身发展的资金
需求和战略布局。同时，国内外金融政策的调
整也为中资企业海外可转债的发展创造了新
机遇。

互联网企业成绝对主力

随着众多企业察觉到海外发行可转债在拓
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以及优化资本结构
等方面的显著优势，纷纷投身发行行列，促使年
内中资企业海外发行可转债规模再攀高峰。

数据显示，年内总计有 13 家次中资企业
在海外发行可转债，发行规模总计超 170亿美
元，刷新历史纪录。其中，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50亿
美元、35 亿美元和 20 亿美元位居募资排行榜
前三。

此外，从发行期限来看，多为中期债务，5年
期及以上占比达84.62%；从发行利率来看，发行
利率较 2023年整体有所下降，除微盟集团发行
的可转债利率为 7.5%以外，其余均在 1%以下，
更有4家次低至0%；从用途来看，除用于回购公
司股份或美国存托凭证外，基本用于业务拓展、
补充资金或偿还债务。

值得一提的是，从发行主体所处行业来看，
互联网企业为绝对主力。数据显示，上述 13家
次中资企业中，有 6家次企业来自互联网行业，
占比达46.15%。

对此，郑磊解释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迅
猛发展，互联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与日俱增，而
可转债作为一种成本低、效率高的融资方式，恰
好能满足其资金需求。同时，互联网企业的高
成长性和巨大发展潜力也吸引了国际资本市场
的目光，从而推动了中资企业海外可转债发行
规模的快速上扬。”

多因素助推发行提速

实际上，中资企业海外发行可转债规模创
下历史新高的原因，除了相关企业希望通过借
助其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自身债务结构外，还得
益于我国持续营造的优良政策环境。

2023年 11月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
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
知》，明确提出要加大外汇便利化政策和服务
供给，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此
外，2024 年 5 月份，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实施

《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4年版）》，新增跨
境融资便利化外债签约登记和资本项目数字
化业务相关内容。此类政策极大地鼓舞了中
资企业海外发展与海外融资的积极性，同时为
中资企业海外可转债发行提供了有力的政策
保障与强大动力。

同时，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信心保持积
极态势，为中资企业海外发行可转债营造了有
利的发展条件。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7月
16日更新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4年
中国经济将增长5%，较4月份预期上调0.4个百
分点。

此外，中证鹏元国际企业评级董事郭莹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外投资者的日益青睐
也是助推中资企业海外发行可转债的重要因
素。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转债兼具股权和债权
的双重特性，既能够享受股票上涨带来的潜在
高额回报，又有债券的保底保障，可以说是进可
攻退可守。

年内中资企业海外可转债
发行规模刷新历史纪录

本报记者 郭冀川 实习生 陈家璇

8月 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关于创新信息通信行业管理 优化
营商环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旨在深入推进信息通信行业
管理创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
动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持续优化高效开放
统一的准入环境，包括优化市场准入
管理、加强创新发展支持、扩大电信
业务开放。在加强创新发展支持方
面，提出“加快修订《电信业务分类目
录》，推动业务分类及界定更好满足
新技术新业务发展需要，支持企业创

新发展。统筹开展新型电信业务商
用试点，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支
持相关地区和企业有序开展业务创
新。加快制定新技术新业务创新发
展配套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进一步深
化在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兴
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

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多
次表达对新兴领域技术创新的支
持，包括推进5G、千兆光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的规模部署，以及加快布局
智能算力设施，为新兴领域的技术
创新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这些举
措不仅体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新
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为新兴领

域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今年 3月份发布的《中国移
动经济发展2024》报告预计，到2024
年底，中国一半以上的移动连接将使
用5G，5G连接数将达到10亿。这一
预测不仅显示了5G技术在中国市场
的巨大潜力，也证明了加大 5G在信
息通信行业应用力度的必要性。同
时，报告还预计，到2030年5G市场将
为中国经济贡献近2600亿美元。

5G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已经催生
了一系列新兴应用，如超高清视频、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远程手术等。
这些应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娱乐和

生活方式，也为医疗、教育、工业等
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关村
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5G技术支持
更多的设备同时连接，可以实现物
联网设备的大规模连接和互联互
通。这为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工业
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网络支撑，并推动了这些领域的
智能化进程。

与此同时，传统网络管理依赖
于人工操作和经验判断，效率低下
且易出错，而通过机器学习等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实现网络配置的自
动化、优化和故障排除，提高网络运

维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推荐和服
务体验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
据用户的行为和偏好定制个性化的
内容推荐和服务体验，从而提升用
户体验和满意度。这些优势证明了
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通信行业
应用力度的重要性。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
文喜表示，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
在信息通信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了通
信技术的进步，还促进了制造业、智
慧城市、远程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智
能化升级和发展。

工信部：加快制定新技术新业务创新发展配套支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