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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制造业 PMI比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景气水平稳定扩张我国经济景气水平稳定扩张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比上

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0%，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综

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8%，与上月持平，

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稳定扩张。

制造业 PMI 连续 3 个月上升

11 月份，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

量政策持续协同发力，制造业 PMI 在景

气区间上行，升至 50.3%，扩张步伐有所

加快。制造业 PMI 连续 3 个月上升，且连

续 2 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供需两端均有回升。生产指数和新

订单指数分别为 52.4%和 50.8%，比上月

上升 0.4 个和 0.8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

指数自今年 5 月份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

间，表明制造业市场活跃度有所增强。生

产指数连续 3 个月上升，也连续 3 个月运

行在扩张区间，显示 9 月份以来制造业生

产活动持续稳定加快增长。

中小型企业景气度改善。大型企业

PMI为50.9%，比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仍

位于临界点以上，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中、

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50%和 49.1%，比上月

上升 0.6 个和 1.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均有

改善。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小型企业 PMI 指数升至近 7 个月以来

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近期稳增长政策发

力，市场需求改善，而小型企业与市场终端

距离最近，受到的提振作用最为明显。

“11 月份，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

策对新动能和消费品制造业带动效果较

为 突 出 。”中 国 物 流 信 息 中 心 专 家 文 韬

说。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1.3%，与上月持

平，但生产指数接近 54%，较上月上升 0.8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也与上月持平，稳

定 在 52% 以 上 。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PMI 为

51.2%，较上月上升 1.1 个百分点，其中生

产指数较上月上升 2.6 个百分点至 53%，

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至

51.4%。消费品制造业 PMI 为 50.8%，较

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在 10 月份短暂收

缩后再次回到扩张区间，且生产指数和新

订单指数都较上月上升超过 2 个百分点

至 52%以上。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

计师赵庆河表示，从市场预期看，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7%，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月回升，表明多数制

造业企业对未来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非制造业 PMI 保持平稳运行

11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介

绍，非制造业经营活动仍保持平稳运行。

服务业景气水平与上月持平。服务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继续保持在扩

张区间。从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

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 55%以上较高景

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受国庆假期

效应消退等因素影响，与居民出行消费相

关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不同程度回落。

建筑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受天气

转冷户外施工逐渐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

建筑业生产活动有所放缓，商务活动指数

为 49.7%，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

新动能相关行业表现良好，持续赋能

经济转型。11 月份，电信运营服务业和

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均在 55%以上。1 月份至 11 月份，电信运

营服务业和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

务活动指数均值均在 53%以上，意味着两

个行业保持活跃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

息中心专家武威认为，两个行业与科技创

新和数据经济转型密切相关，行业持续活

跃意味着新动能在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效果的持续释

放，市场信心继续增强，非制造业业务活

动预期指数连续 2 个月环比上升，升至

57%，建筑业和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均连续 2 个月上升，且均在 55%以上。

经济向好态势进一步确立

“综合来看，11 月份我国经济中的积

极变化继续积聚，向好态势进一步明确。”

文韬说。制造业四大行业类型中，装备制

造业新订单指数稳定在较好水平，其他三

大行业和大、中、小型企业新订单指数全

部较上月上升，反映出当前市场需求改善

具有普遍性，经济回升动力协调加强。叠

加生产端加快增长，产业结构稳定优化，

大型企业稳定增长，中小企业有所改善，

企业预期稳定向好，当前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进一步确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认为，11 月份 PMI 指数继续回升，表明经

济底部恢复迹象更为明显，增量政策对企

业信心的提振效果趋强。需求不足对企

业生产活动的制约仍然突出，要进一步加

强增量政策效果，特别要加强政府公共产

品投资对企业订单的有效带动，加快巩固

和增强经济底部回升动能。

王青认为，伴随一揽子增量政策进一

步显效，以及各地在年底前发力稳增长，

12 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有望继续保持在

扩张区间。这意味着与三季度相比，四季

度宏观经济景气度会明显改善。

□ 本报记者 熊 丽 拥抱自然勿忘与文明同行

潘世鹏

看日出东方，赏漫山红叶，听流水潺潺⋯⋯

近年来，随着登山越野、野炊露营等活动日益流

行，群众性户外运动越来越火，健身运动场地也

从传统的体育场馆向室外场地拓展，名山大川、

山间小道、湖泊溪流等都成为健身人群争相打

卡之地。

拥抱自然本是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

鼓励和推广，但随着各类户外运动逐渐普及，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令人担忧。塑料瓶垃圾

袋随手丢弃、野外露营后不清理、在石头大树上

任意刻写、随手采挖野生植物⋯⋯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现象与自然美景形成巨大反差，让自然

美景大打折扣。

“诗和远方”应与文明同行。破坏自然生

态、损坏花草树木等不文明行为，既损害自然风

貌、生态环境，更凸显出部分户外运动参与者道

德素质缺失。参与户外运动必须坚持文明出游

理念。广大户外运动参与者要崇尚自然、热爱

自然，自觉做自然环境的维护者和保护人，从点

滴小事做起，不攀爬、翻越、刻画、涂污、损坏自

然风貌，做到人走地净。

好生态，共维护。户外运动爆火，加强野外

场地的管理维护也更趋紧迫。各类野外场地开

放不能一放了事。各方要因势利导，做好管理

维护，安排环卫人员定期清洁场地卫生，防止破

坏自然风貌的现象发生；要加大财政投入，持续

强化野外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软硬件设

施建设全面升级，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旅游体验；要加强文明旅

游宣传，推动广大户外运动者保护自然环境，爱护公共设施，让文明出游

成就最美风景。

链 接 世 界 共 创 美 好 未 来
——第二届链博会参会各方看好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本报记者 仇莉娜 邹 童

11 月 30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

链促进博览会圆满闭幕。本届链博会

成果丰硕，实际参展商超 1000 家，共促

成合作意向 6700 余项，签署合作协议、

意向协议 210 多项，涉及金额 1520 多亿

元，较首届增长 1.3%，参展企业和机构

综合满意度超过 93%。

本届链博会举办期间发布了《产业

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北京倡议》和 2024 版

《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并首次发布全

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和全球供应链连接

指数。链博会不仅为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提供了对接意向、洽谈合作的平台，

承接了多款新产品的首发首秀，也为中

外各界人士分析全球供应链走势提供

了新的公共产品，发出共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强音。

链博会实现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的初心。捷佳润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数字果园总经

理张兴杰说：“我们在本届链博会上认

识了很多客户，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客

户的需求落到实处。”

链博会也让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的

参与者亲眼目睹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

完备的产业体系、卓越的创新能力，更

深刻理解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英国力拓集团董事长鲍

达民介绍，中国生产的产品质量非常

高，产品供应也非常可靠，力拓每年从

中国采购约 10 亿美元的设备。“我们看

到了在第三方市场跟中方开展合作的

巨大潜力，相信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

展能够帮助我们在全球业务中继续前

进。”苹果公司 CEO 库克说。

作为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博览会，本

届链博会通过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

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

互动，帮助各国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筑牢各方对全

球供应链前景的信心和期待。本届链

博会主宾省为湖北省，湖北省委副书

记、省长王忠林表示，真诚期待与大家

携手推动共赢发展。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候任会长谭森说，那些最活跃的企

业，都致力于促进全球化和供应链的

发展。

根据本届链博会举办期间发布的

“一报告两指数”，全球供应链当前尽

管面临许多困难，但促进因素仍多于

消极因素，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

进步助推全球供应链发展、金融服务

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等。全球供

应链促进指数和连接指数整体上升趋

势明显，供应链的发展环境总体较为

稳健。

不 少 参 会 嘉 宾 和 专 家 认 为 ，虽 然

现在困难还比较多，

但 全 球 化 的 趋 势 不

可 逆 转 。 国 际 商 会

秘书长约翰·丹顿用

自 己 的 实 践 告 诉 记

者 ，17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实 地 考 察 表

明，企业非常愿意进

行跨境贸易，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增进经济发展。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

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匈牙利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彼得认

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和繁荣必须通过

互联互通来实现。非洲工商会联盟秘

书长阿拉·伊兹说，贸易活动推动了人

类社会的发展，相信许多人都受到了全

球供应链的有益影响，各方应该为自由

贸易而奋斗。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唯有坚持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才会迎来共

赢发展。在中国坚定推动产业链供应

链国际合作的决心下，在各方凝聚共识

携手合作中，更多国家工商企业将以

“链”为媒，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

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

山东安丘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本报济南 11 月 30 日讯
（记者王金虎）近年来，山东

潍坊安丘市积极推动外贸新

业态发展，与潍坊海关共同

建立了国际贸易综合服务中

心。该中心每年可为企业节

省人工成本约 220 万元，有

效解决了企业在订舱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为外贸行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

安丘是农业大市和农产

品加工出口强市，年产大姜、

大葱等优质农产品超 460 万

吨，蔬菜出口货值常年占山

东省的七分之一以上。成绩

背后，离不开安丘市不断创

新外贸业态、助力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的努力。

作为全国首家海关授权

发放原产地证书的企业，安

丘农谷国际贸易综合服务中

心可以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证

书签发、进出口通关、外贸企

业孵化等全链条、一站式综

合服务。安丘市商务局局长

唐永萍介绍，该中心已服务

150 多家中小微外贸企业，

每年签发原产地证明和自贸

协定产地证明超 8000 份，进

出口通关量超 1.2 万票，农产品出口订

舱超 1.5 万标准箱。

为推动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安

丘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自主

研发山东省首个农产品质

量安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构建起农产品质量安全“从

土壤到餐桌”全链条智慧监

管服务体系；打造潍坊国家

农综区开放发展示范区高

能级平台，推动标准、技术、

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发展

农 产 品 加 工 外 资 企 业

31 家。

安 丘 市 积 极 指 导 企 业

用好国际性展会平台，抓机

遇、拓市场、抢订单。同时，

安 丘 市 着 眼 于 提 升 RCEP

市场、稳定欧美市场、拓展

“一带一路”和非洲等新兴

市场，推动企业“走出去”，

积 极 融 入 国 际 供 应 链 体

系。今年以来，已组织 88 家

企业参加广交会、日本国际

食品及饮料展（东京）等 46

个国际性展会。

此外，安丘市还将数字

化建设与农业发展紧密结

合，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出

口订单指导农业生产，发挥

“跨境电商+产业带”的乘数

效应，推动传统外贸企业线

下转向线上，拓宽企业销售渠道。目

前，安丘大姜、大蒜等实现订单式生

产，农产品溢价 20%以上。

八部门部署“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本报北京 11 月 30 日讯（记者

曾诗阳）今年 12 月 2 日是第十三个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日前，公安

部、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

部、应急管理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

出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4 年

底，以“文明交通 携手共创”为主

题，共同组织开展第十三个 122“全

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聚

焦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推进源头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城市交通出行综合治

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严管治理、农

村地区交通安全强基治理，倡导广大

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11 月 30 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街道梅湾村，桂（东）新（田）高速新田段建设工

地一派繁忙。桂新高速公路是湖南省“十四五”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交

通运输条件，推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钟伟锋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共商共建聚力提质增效

“钢铁驼队”穿山越海，途经多

国，高效联通是关键。张巍介绍，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欧班列稳定发

展的重要前提，这离不开运输规

则、运输组织、安全保障、通关便利

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运输规则实现软联通。2017

年，国内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

和七国铁路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

作组两个协调机制先后成立。如

今，两大协调机制已成为共商共建

共享中欧班列发展合作的有效平

台，在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

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运输模式创新发展。根据中欧

班列境内外运输组织特点，对中欧

班列最大编组辆数和牵引质量进行

优化，单列平均运量较开行之初提

升 34%以上；铁路与海关部门加强

对接，研发投用 95306 数字口岸系

统，推广快速通关业务模式，口岸通

关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

数字赋能安全有保障。一方

面，积极应用北斗卫星定位、5G 等

新技术，创新研发电子施封锁，更

好保障运输安全。另一方面，设计

推出中欧班列国际货运险产品，最

大程度降低因涉及多国承运人变

更，传统铁路承运责任制无法覆盖

全程的运输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贸易是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和中欧班列发展的

重要基础，设施联通是中欧班列稳

定开行的前提条件，服务体系是提

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要加速推

进数字班列、绿色班列、共享班列，

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

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

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首发圆满成功
本报海南文昌 11 月 30 日讯

（记者王伟）30 日 22 时 48 分，我国

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

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新型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技术试验卫星 03星送入预定轨道。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由海南

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运行管理，从动工到首发，

878 天全面完成建设并成功实现

首发，填补了我国没有商业航天发

射场的空白。

执行首发任务的二号发射工

位，是我国首个通用中型液体工

位，采用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

转运的“三平”快速测发模式，为实

现高效率发射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