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孟 珂

8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显示，7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5%，同比上
涨0.5%；全国PPI（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2%，同比下
降0.8%。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
师董莉娟解读时表示，7月份，消费
需求持续恢复，加之部分地区高温
降雨天气影响，全国CPI环比由降
转涨，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受市场

需求不足及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全国PPI环比、
同比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CPI 方面，从环比看，CPI 由 6
月份下降 0.2%转为上涨 0.5%，涨
幅处于近年同期较高水平。其
中，食品价格由 6 月份下降 0.6%
转为上涨 1.2%，影响 CPI 环比上
涨约 0.21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
由 6 月 份 下 降 0.2% 转 为 上 涨
0.4%，影响CPI环比上涨约 0.30个
百分点。

从同比看，CPI 上涨 0.5%，涨

幅比 6月份扩大 0.3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价格由 6 月份下降 2.1%
转 为 持 平 。 非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0.7%，涨幅比 6 月份回落 0.1 个百
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 0.54个
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食品价格涨幅
略超预期。具体来看，7月份猪肉
价格延续 5 月中旬以来的上涨趋
势，7 月份环比上涨 2.0%，同比则
由 6 月份的 18.1%升高至 20.4%。
鲜菜价格环比上涨9.3%，同比则由
6月份的下降7.3%转为上涨3.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猪肉价格
周期性回升，基本符合前期产能推
算的预期，涨幅温和可控。同时，
受短期高温多雨天气影响供给的
食品，包括鲜菜、鲜果和鸡蛋涨幅
强于季节性。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 7月份
0.5%的CPI同比变动中，翘尾影响
约为0，6月份为0.2个百分点；今年
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 0.5个百分
点，6月份为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 CPI 环比由 6 月份下降

0.1%转为上涨0.3%，高于近十年同
期平均水平；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
走高影响，同比上涨 0.4%，保持温
和上涨。

PPI 方面，数据显示，7 月份，
PPI 环 比 下 降 0.2% ，同 比 下 降
0.8%，降幅均与6月份持平。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 7月
份-0.8%的PPI同比变动中，翘尾影
响约为0.1个百分点，6月份为-0.1
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
约为-0.9个百分点，6月份为-0.7个
百分点。

7月份CPI同比上涨0.5% 消费需求持续恢复
贾 丽

我国外贸出口交出了一份量稳质升的“成绩
单”。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83万亿元，同比
增长6.2%。其中，出口14.26万亿元，增长6.7%；进
口10.57万亿元，增长5.4%；贸易顺差3.69万亿元，
扩大10.6%。我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和汽车
出口表现“亮眼”。另外，我国家电出口已连续17
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

中国外贸以“韧”与“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局势中稳住脚，彰显我国外贸发展的韧性与活
力。在“新三样”加速“走出去”、新质生产力蓬勃
发展的背景下，各方宜着力推进外贸结构及供应
链优化升级、加大新质生产力的动能转化，激发
外贸出口的更大潜力。

第一，提亮我国外贸出口的“韧”底色。
尽管国际贸易形势多变，但我国外贸产业积

极转型升级，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根据海关总署
数据，前7个月，民营企业出口总额为9.22万亿元，
同比增长10%，占我国出口总值的64.7%。民营企
业成为外贸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持续提亮“韧”底色，企业需加强供应链的安
全性与灵活性，一方面，通过多元化采购策略减
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的风险，另一方面，不断筑高技术壁垒，在国
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此外，企业还需要具备
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建立灵活高效的生产
和物流系统，保证订单的按时交付。

第二，增厚外贸出口“新”成色。
集成电路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军，显现出我

国出口结构正朝着更高技术含量的方向转变。
增厚外贸出口的“新”成色，宜加快新质生产

力在“走出去”中的输出。企业可以加大新兴技
术和产品在海外的推广应用，助力高技术、高附
加值产品在海外市场走俏。各方可以联合探索
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聚
力赋能，向“新”而行，以“质”致远。

第三，“造船出海”向价值链高端跃迁。
走过“借船出海”阶段，企业应加速自主品牌

“造船出海”，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获取关键技术
和品牌资源，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上去”“融
进去”，增强自主品牌的“含金量”与“辐射力”，实
现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顶端跃迁。

我国外贸韧性强、活力足，充分发挥新质生
产力在我国出口动能转换中的作用，加快中国与
世界的“双向奔赴”，将推动我国外贸产业迈向更
高层次的发展。

提亮我国外贸出口的
“韧”底色与“新”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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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琪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在刚刚过去的立
秋节气时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再一次按时刷
屏朋友圈，奶茶店线上线下都迎来大“爆单”。

就以茶饮品牌喜茶来说，和前一日相比，今
年立秋当天喜茶众多门店销量增长超600%。来
自顺丰同城数据显示，当日饮品配送单量同比去
年立秋增长121%。“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仅仅
是一个热梗，也实打实地带动了奶茶市场的消费
热潮，更是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一个生动缩影。

据餐饮大数据研究与认证机构NCBD（餐宝
典）发布的《2023—2024中国茶饮行业年度发展
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新中式茶饮市场规模达
1933 亿元、同比增加 15.7%，预计到 2025 年市场
规模将逼近2500亿元。这预示奶茶等饮品的消
费需求将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奶茶消费者的口味也在悄然发生
变化——低糖、无糖、配料干净、健康越来越成为
消费者的重要选项；反观奶茶店，也不断根据流
行趋势、时令变化，定期推出新口味、新配料饮
品，并且还打造出联名跨界等新花样，引发消费
者的共鸣和互动，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需求。

不过，奶茶作为非必需品，“秋天的第一杯奶
茶”的流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力
和消费意愿。那么，如何让奶茶销量不仅仅在立
秋时点暴增，如何让扩大消费不仅仅是时点性爆
发，如何让居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笔者认
为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消费市场的
繁荣提供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应多渠道增加居民
财产性收入，以便进一步打开消费增量空间。此
外，还应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供给，提升消
费环境和服务水平，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
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挖掘基础型消
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等六个方面，提出
了 20 项重点任务，支持餐饮住宿等服务消费重
点领域高质量发展。《意见》的出台旨在通过优化
和扩大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

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中可以窥见，未来随着
我国经济的向好发展、消费观念和结构的不断升级，
以及相关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我国消费市场的潜
力将进一步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看消费潜力释放

记者观察

本报讯 (记者刘琪)8月9日，国
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4年二季度及
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
数。按美元计值，2024年二季度，我
国经常账户顺差549亿美元，其中，货
物贸易顺差167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
差617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532亿美
元，二次收入顺差27亿美元。资本和
金融账户（含当季净误差与遗漏）逆
差549亿美元。

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
顺差941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

差2884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229
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775亿美元，
二次收入顺差61亿美元。资本和
金融账户（含当季净误差与遗漏）
逆差1293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国际收支平衡
表初步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
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
中，经常账户顺差941亿美元，与同
期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之 比 为
1.1%，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双

向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
一是货物贸易顺差保持较高

水平。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
的货物贸易顺差2884亿美元，为历
年同期次高值，同比增长1%。其
中，货物贸易出口15796亿美元，同
比增长3%；进口12912亿美元，同
比增长4%。上半年，我国国民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
生产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叠加外部
需求边际改善，推动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稳定增长。

二是服务贸易收支平稳增长。
上半年，服务贸易逆差1229亿美
元。一方面，旅行逆差1032亿美元，
同比增长37%，境外人员来华、居民
跨境旅行均有所增加，带动旅行收
入和支出分别增长43%和37%。另
一方面，服务贸易顺差项目持续增
长。其中，咨询、广告等其他商业服
务顺差192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顺差100亿
美元，同比增长26%。

三 是 双 向 直 接 投 资 平 稳 有

序。上半年，我国对外股权性质直
接投资净流出653亿美元，各类企
业积极有序开展全球化布局；来华
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新增资本金
流入408亿美元。

“总体看，面对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态势，将有利于我国国
际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王春
英说。

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孟 珂

8月9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
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小企业发展
指数为88.9，与6月份持平，扭转下
降态势，景气状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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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宏观政策
加快落地见效，经济活动景气度回
升，市场预期改善，提振中小企业
信心，带动中小企业景气状况有所
好转，主要经营日趋活跃，效益止
降趋稳。中小企业发展向好的积
极因素增多，下半年有望巩固并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

具体来看，7月份，反映企业信
心的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为98.5，较6
月份上升0.1点。

7月份，市场指数为80.7，较6月
份上升0.1点。所调查的8个行业
中，6个行业国内订单指数上升、5
个行业销售量指数上升、4个行业
销售价格指数下降。

企业投资意愿保持平稳。7月
份，投入指数为82.8，与6月份持
平。所调查的8个行业中，4个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上升，1个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持平。

企业成本有所下降，效益止降
趋稳。7月份，成本指数为112.1，较
6月份下降0.2点，企业成本压力有

所缓解。7月份，效益指数为73.8，
较6月份上升0.1点，企业经营效益
止降趋稳。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马彬表示，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
集中发力，积极因素持续累积，中
小企业对市场预期有所好转，经济
活动景气度整体有所回升。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资金状况
有所趋紧。7月份，资金指数为
100.4，环比下降0.3点，仍处于景气
临界值100以上。其中，流动资金指
数为84.6，环比下降0.4点，融资指数
为89.7，环比下降0.7点，应收账款指
数为121.5，环比持平。所调查的8
个行业中，7个行业融资指数和6个

行业流动资金指数有所下降。
劳动力市场出现较大变化，劳

动力供给有所回落，需求小幅下
降。7月份，劳动力指数为105.5，比
6月份下降0.3点。其中，供应指数
为113.5，较6月份下降0.5点；需求
指数为97.5，较6月份下降0.1点。

中 小 企 业 高 开 工 率 有 所 下
降。对样本企业开工率调查显示，
7月份，完全开工的企业33.4%，比6
月份下降3.7个百分点；开工率在
75%至100%之间的占13.3%，比6月
份上升2.1个百分点；开工率在50%
至75%之间的占20.3%，比6月份下
降 0.1 个 百 分 点 ；小 于 50% 的 占
22.1%，比6月份上升0.9个百分点；

未开工的占11.0%，比6月份上升
0.9个百分点。

马彬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
态势，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
难挑战。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
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新旧
动能转换存在阵痛，中小微企业面
临的生产经营压力较大。需要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的生产力跃升机遇，不断完善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充分激发中小企业的内生动力，
释放更大活力。

7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8.9 景气状况有所好转

本报记者 杜雨萌

8月 9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
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服务
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纲
领性文件，《意见》围绕挖掘基础型
消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强服务消费
动能、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强化政
策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了 20项重
点任务。

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在发布
会上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
实，发挥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工作协
调机制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细
化具体落实举措，不断优化和扩大
服务供给，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激发

服务消费潜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此次《意见》提出的了六大类
20项重点任务来看，其中有多项涉
及文化和旅游消费。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
人马力表示，当前，正值暑期，文旅
精彩纷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夏日
经济新活力不断释放。围绕这次

《意见》提出的涉及文化和旅游的重
点任务，文化和旅游部将从三个方
面重点发力，发挥好文旅消费促增
长、惠民生的作用。

具体来看，在丰富消费惠民活
动举措方面，将持续开展全国文化
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鼓励各地制
定实施景区门票优惠、文旅消费券、
满减优惠等多样化惠民举措，让百
姓真受益，让企业得实惠。在提升
文旅产品供给质量方面，丰富数字
文化产品供给，加快发展沉浸体验、

剧本娱乐、数字艺术、线上演播、邮
轮游艇、房车露营、低空飞行等新业
态。在优化文化和旅游消费环境方
面，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大规模设
备更新工作，提升文化和旅游项目
建设运营水平和消费体验等。

对于《意见》提出的“扩大服务
业对外开放”，尤其是“持续深化电
信、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等领域开
放”，在唐文弘看来，这实际上也是
基于问题导向，针对高品质服务供
给不足，还有群众关心的服务质量
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扩大服务业开
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
扩大服务消费规模。

唐文弘称，商务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选择市场需求大、有效供给不足
的领域，分步、分类、分区域扩大开
放，以开放优化供给、以供给创造需
求，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服务消费较
快增长阶段，服务消费成为居民消
费的重要增量来源。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性消费支出占
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5.6%，同
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
配和消费司负责人常铁威表示，下
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服务消
费作为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等中央
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积极支持
服务消费重点领域发展；推进实施
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
程，将生活服务嵌入到社区，更好
满足群众“家门口”“楼底下”的优
质普惠服务需求；打造龙头企业和
服务品牌，以优质供给引领消费需
求提质升级。

谈及如何增强服务消费创新动
能，常铁威给出了三个主题词：第一

个主题词是“培育”。国家发展改革
委今年 6月份牵头制定出台了《关
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
点的措施》，把消费场景的数字化、
智能化作为重点引导和鼓励方向，
在推动这些政策快落地见实效的同
时，还将把服务消费场景创新升级
纳入到下一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的

“百佳消费新场景”活动之中。第二
个主题词是“融合”。要推动商业、
交通、文化、旅游、体育等多种服务
业态创新融合，推进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服务消费
发展动能。第三个主题词是“激
活”。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促进民营
企业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支持服
务类企业轻装上阵搞创新、精益求
精创品牌，在创新发展中更好满足
消费需求。

商务部：不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 提升市场主体活力

（上接A1版）
甬矽电子布局先进封装相关领

域，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小芯片（或小芯粒）组合封装技术
Chiplet成为集成电路行业突破晶圆
制程桎梏的重要技术方案。公司将
通过募投等方式提升先进晶圆级封
装领域的研发能力、加快技术储备
产业化进度。”

通用计算处理器 GPU 芯片是
先进的智算引擎。这一领域的 AI
芯片初创企业摩尔线程高层人士
在与记者交流时透露：“AI 带来智

能算力需求暴增，当前万卡智算集
群已经是 AI 训练主战场上的入场
券。集成电路产业特别是 GPU 芯
片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摩尔线程正与多个合作方共
建智算中心，持续推进国产化智算
体系的建设。”

巨量产业空间待激活

企业在高性能集成电路领域的
持续探索，也正为我国未来的科技
之争构筑底气，并展现出巨量产业

空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渗透、云计

算加速向泛在计算发展，国内企业
与科研院所也在加速推进芯、光、
智、算的融合应用。其中，高性能集
成电路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
高效能低功耗特性，在智能制造、智
慧城市、远程医疗等新兴领域广泛
应用，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
展的过程中，功率半导体等需求量
大幅增加。据行业人士透露，目前，
平均每一辆新能源汽车所用芯片就

能消耗掉1片8英寸晶圆产能。
同时，中国芯片制造供给能力

和需求有较大距离。目前国产芯片
自给率仍有大幅提升空间，中国在
半导体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进程仍待
提速。

“我国各方应重视并瞄准人工
智能带来的先进计算、存储和存算
融合、高速互联等领域的产业机遇，
特别是在新一代 CoWoS（2.5D/3D）
封装技术、玻璃基板、AI 专用芯片
等领域的创新热点。另外，目前行
业内存在大量的整合和并购的机

会，例如EDA、光刻胶、芯片设计等
领域。”李科奕说。

迈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王浩宇认为，中国集成电路
产业需要利用中国市场崛起的优
势，开辟新赛道，推动产业的再全
球化。

小器件，大未来。随着 5G、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融合，
高性能集成电路将迎来更加广阔的
发展空间，也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

“芯”动力，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向高
质量发展加速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