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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中国证券报》4日刊发文章《企业赶订单 外贸显韧
性》。文章称，从圣诞用品出口可以窥见我国外贸韧性。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
了解到，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截至目前，圣诞订单整体
比去年增加10%左右。

赶订单备交货
“一米八高，两箱，一捆……”8月2日一大早，义乌市麦火圣诞工艺品商行负

责人王国青就在仓库里忙碌起来。他一手拿着订单，一手查验着打包好的圣诞
树。旁边的两名工人则忙着将打包好的货品一层一层堆起来，等待装车，运至港
口。

“今天就要把这批货发往意大利。”王国青称，这是今年4月份接的订单，8
月2日运走的这批货是这笔订单的一部分，10月底前要把这笔订单的货全部发
完，否则赶不上圣诞季。

眼下，正值义乌圣诞用品出货高峰期，出口商正抓紧赶订单，备货交付海外。
跟王国青一样，杭州杰发物资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马亚星也在忙着验货、发

货。“现在是圣诞用品出货高峰期，我们每天差不多都要运走一或两个集装箱产
品。”马亚星边验货边查看手机信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接明年的订单了。”

马亚星告诉记者，今年的圣诞订单已基本收尾，目前除了接一些零零散散
的短单、小单外，大单已经不接了。“接太多单，一方面厂商生产不过来；另一方
面，出货太晚，海外商家就赶不上圣诞节销售。”谈及订单情况，马亚星滔滔不
绝，“公司进入圣诞用品行业仅四年时间，但依托跨境电商阿里国际站，每年订
单量都在大幅增长，今年增长40%左右。新客户增长30%左右。”

“目前义乌圣诞用品总体订单量比去年增加10%左右，圣诞用品出口已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义乌市圣诞用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勤亮告诉记者。

据义乌海关统计，上半年义乌出口圣诞用品10.5亿元，同比增长17.8%。
出口额较1-5月的4.7亿元出现大幅增长，同比增速也进一步提升。

注入更多确定性
全球80%的圣诞用品都来自义乌国际商贸城。从其出口数据可以看到，在

外部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无数像义乌市麦火圣诞工艺品商行和杭州杰发物
资有限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为我国外贸注入更多确定性。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近年来民营企业进出口增势良好，民营企业
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主力。

从占比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比重连年稳步上升。2019年民营
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民营企业进出
口占比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0.9%；今年上半年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2.7%。

从增速看，近年来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始终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2022年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为12.9%，大体回到疫情前水平；今年上半年增速为8.9%，
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6.8个百分点。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民营企业在体制和机制上更加灵活，
面对海外市场变化和各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反应更加快捷。“在建立现代化产业
体系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民营经济在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推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提高出口附加值。”李迅雷说。

增强外贸韧性
近期集装箱运价和集装箱吞吐量等高频数据呈现向好态势，为全年外贸保

持韧性注入底气。
7月 28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为

1029.23，较上期上涨6.5%。
从各省份公布的数据看，港口货物运输在运量和货种上均有提升。今年上

半年，山东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7.7%，集装箱量同比增长11.4%，继续
保持向好态势。扬州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上半年累计完成7811万吨，同比上
升4.56%，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693万吨，同比上升5.48%；集装箱累
计完成36.47万标准箱，同比上升26.12%，其中外贸箱12.58万标准箱，同比上
升52%，创历史新高。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国文表示，7
月国内主要集装箱运价指数出现反弹，说明新的增长因素逐渐显现。

中国贸促会调研数据显示，对2023年三季度发展表示“信心稳定不变”及
“较有信心”的外贸企业占75.1%。当被问及“当前对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利好
因素”时，57.2%的外贸企业选择了“海外客户一直稳定”，55.5%的外贸企业选
择“国家稳外贸政策效果好，地方政府扶持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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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中
国证券报》7日刊发文章《信贷投
放持续有力 为经济回升“添柴加
薪”》。文章称，金融活，经济活；
金融稳，经济稳。随着逆周期调
节力度再度加大，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的举措和成效广受关注，即
将发布的7月金融数据有望提供
新的线索。

专家预计，7月新增信贷同
比或保持多增态势，特别是企业
中长期贷款具备较强支撑；宏观
政策正加大调节力度，将推动银
行保持合理信贷投放，增加对实
体经济特别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支持。

新增信贷料同比多增

综合市场机构的预测，7月
新增信贷同比有望继续多增，环
比可能呈现季节性回落。据中国
人民银行数据，今年6月新增信
贷30500亿元，前6月累计新增
157288亿元，去年7月则为新增
6790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表示，今年上半年信贷投放快、规
模大，创出历史同期新高，部分信
贷需求提前释放，考虑到季度初
信贷投放节奏变化的历史规律，
预计7月新增信贷数据环比会有
所回落。从同比来看，受去年同
期基数较低及今年7月末银行票
据冲量影响，7月新增信贷数据
同比仍大概率保持多增。

“预计7月新增信贷1万亿
元，同比多增3200亿元，期限结
构上继续分化。”国泰君安证券研
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董琦说。

关于信贷结构，温彬分析，企
业短期贷款往往在7月呈现季节
性回落态势，且今年6月企业短
期贷款显著冲高，因此，预计7月
环比回落幅度较大；企业中长期
贷款预计环比少增、同比多增。

“6月下旬以来，有关方面继续推

动制造业和基建中长期贷款投
放，企业中长期贷款仍有较强支
撑。”温彬说。

居民信贷方面，天风证券首
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孙彬彬认为，
结合房地产销售恢复情况来看，
7月居民中长期贷款或环比少
增、同比大致持平。

“6月商品房销售冲量后，在
7月环比有所回落。与此同时，
提前还贷压力有所缓解，居民经
营性中长期贷款也有一定支撑。
此外，2023年以来居民经营性中
长期贷款余额增速和占比均显著
高于2022年同期，对居民中长期
贷款有所支撑。”孙彬彬说。

社融增速有望止跌

今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同比增长9.0%，较上月回落
0.5个百分点。专家预测，7月这
一增速有望适度回升，反映社会
融资需求的恢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
委表示，7月地方债发行未见明
显增多，预计政府债净融资规模
5000亿元；企业债券方面，预计
7月企业债净融资规模同比少
增。“综合看，预计7月新增社融
0.96万亿元，对应的社融余额同
比增速为9.1%。”他说。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
师廖志明认为，由于去年基数较
低，预计 7 月社融同比小幅多
增，社融余额增速料环比微升
0.1个百分点，至9.1%。在他看
来，三季度地方债加快发行使
用，将对社融余额增速构成一定
支撑；预计今年全年社融增量
34万亿元，年末社融余额增速
为9.2%。

此外，关于货币供应量，董琦
说，M1走势与实体经济活跃度
更为匹配，预计7月M1同比增
速回升，达到4%。此外，二季度
以来信贷投放有所放缓，信贷创

造对存款的推动作用减弱；同时，
在存款利率下降背景下，居民预
防性储蓄动机有所下降，预计7
月M2同比增速与上月持平，为
11.3%，M1和M2增速的“剪刀
差”收窄至7.3%。

温彬认为，在去年基数快速
走高、新增信贷相对偏弱，以及财
政支出受到一定掣肘的情况下，
预计7月M2同比增速较前值继
续回落，至11%。

货币政策精准发力

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
近日召开2023年下半年工作会
议。会议表示，继续精准有力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持续改善和
稳定市场预期，为实体经济稳定
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3月降准0.25个百分点，释
放长期流动性超5000亿元。6
月末广义货币M2增长11.3%、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9%、人民币
贷款增长11.3%，均保持在高位，
有力支持实体经济。”人民银行货
币政策司司长邹澜日前表示，
2023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精
准有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

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谈及下阶段工作，他介绍，人

民银行将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
储备，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
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精
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考虑到下半年物价还会持
续处于温和偏低水平，预计货币
政策在降息降准方面都有空间。
其中，着眼于支持银行在三季度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降准有可能
在9月底之前落地，MLF（中期
借贷便利）利率有望在四季度继
续下调。”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说。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
师张旭认为，可考虑适度降准，着
力固本培元，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此外，还可考虑对一些阶
段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
适当延期，以稳定经营主体预期，
提振其信心，方便其安排好投资
经营。

专家预计，下阶段，有关部门
将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的
双重功能，普惠金融、绿色发展、
科技创新、房地产、民营经济等国
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望
得到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

信贷投放持续有力
为经济回升“添柴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