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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年终，中国经济运行态势
备受关注。

国家统计局 16日发布 11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生产
较快增长，需求继续扩大，就业物价
总 体 稳 定 ，楼 市 和 股 市 趋 于 活
跃……从一系列指标中可以看出，
在宏观政策发力显效作用下，国民
经济稳步回升，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经济运行延续回升态势

“11月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
组合效应继续释放，国民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积极变化进一
步增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

从生产端看，11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增速比
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
指数同比增长6.1%，虽比上月略有
回落，但仍然保持在6%以上，明显
高于10月份以前的增速。

从需求端看，11 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3763 亿元，同比增
长3.0%，快于三季度平均增速。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1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家具类、汽车类商品
零售额分别增长 22.2%、10.5%和
6.6%。1至 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3.3%，连续 4个月保持基
本稳定。

随着经济稳步回升，在就业支
持政策作用下，城镇就业保持整体
稳定。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与上月持平，其中外来农
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4%，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物价方面，11月份，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3%，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连
续两个月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降幅收窄、环比由降转
涨，显示工业产品供求关系出现积
极变化。

“11月份，生产较快增长，需求
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楼市
和股市趋于活跃，市场预期持续改
善，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经济运行
延续回升态势，呈现出‘生产升、需
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的特
点。”付凌晖说。

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

1 至 11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增速明
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高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8.8%，明显快于全部
投资增长……国民经济延续回升态
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新动能新优势不断聚集增强。

数字经济发展向好。随着数字
化转型的持续深入，数字产品生产和
数字服务提供相关行业增势较好。
11月份，集成电路制造增加值同比
增长2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3%。

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态
势明显。11月份，智能无人飞行器
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增加值分
别增长60.6%、13.9%；新能源汽车和
太阳能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1.1%和10.9%。

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11月份，居民餐饮消费增长加快，全
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比上月加
快 0.8 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
继续快于商品零售额。1至11月份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4%，快于商
品零售额3.2个百分点。其中，交通
出行类、通讯信息类服务零售额都

保持两位数增长。
经济的结构向优、质效向好，离

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注重推动

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补短板，注重推
进绿色低碳转型，注重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下阶段，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
政策的组合效应有望持续释放，政策
效果将继续显现。”付凌晖说。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有望顺利实现

回看今年中国经济，从一季度实
现良好开局，到二、三季度下行压力
加大，再到四季度回升势头增强，走
出了一条“前高、中低、后扬”的曲线。

“面对复杂的局面，党中央科学
决策，加大逆周期调控，特别是9月
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一揽子
增量政策加快推出，四季度以来主
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社会信心有
效提振，积极变化显著增多。从全
年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有望顺利实现。”付凌晖说。

数据显示，11月份新建商品住
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均实现正增
长。沪深两市成交量和成交金额继
续保持大幅增长态势。11月份，我

国制造业PMI为50.3%，连续3个月
回升，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处
在景气区间，市场预期持续改善。

从四季度以来情况看，主要经济
指标明显好于三季度。综合10月和
11月相关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分别比三季度加快0.4、
1.4和1.2个百分点。

付凌晖说，从明年来看，国际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贸易保
护主义盛行将拖累全球贸易和世界
经济复苏，地缘政治冲突对于全球
能源等大宗商品供给的负面影响尚
难预料，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
外溢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
内经济调整转型仍在推进之中，扩
大国内需求、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化
解风险隐患仍需要持续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年经济
工作提出24个字要求——“稳中求
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
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并部署了9项
重点任务。

“下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上
向好，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付凌晖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延续回升态势 全年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聚焦前11个月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12月11日，工人在贵阳市贵安新区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记
者 16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2024 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
单近日公布，包括成德绵自凉航空
航天集群、青烟威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集群、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群
等35个集群。

据介绍，有关部门将坚持分类
指导、精准施策，加大对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引

导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创新资源
要素向集群汇聚，推动国家级集群
之间、国家级集群与省级集群之间
的交流合作，促进跨区域协同发展，
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同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将
切实组织实施好培育提升方案，制
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路线图，明
确引资引技引才重点，在强化协同
创新、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培育优质

企业、优化产业生态、完善治理体系
等方面积极探索，提升集群综合竞
争力，推动集群加快向世界级迈进。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开展国家级集群发展水平
监测评估，建立集群综合竞争力评
价和动态调整机制，支持优势领域
率先打造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
制造业集群，支撑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

35个！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公布

12 月 16 日 ，“GREEN
NAGOYA”轮在青岛港大
港码头进行装船作业（无人
机照片）。该轮在完成工程
车辆、设备、钢材等货物装
船后，预计 20 天后抵达位
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
姆港。

当日，山东港口青岛港
“东南非直达快航”正式开
通。该航线自青岛始发，点
对点直航东南非，实行周班
运营。据介绍，该快航直达
航 行 时 间 缩 短 到 20 天 左
右，为国内工业制品出口非
洲、助跑中非贸易提供又一
条安全快捷的海上通道。

新华社发

山东港口青岛港：

“东南非直达快航”周班开通运营

新华社天津 12 月 16 日电 16
日，天津市颁发第一张外商独资三级
综合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鹏瑞
利综合医院（天津鹏瑞利医院）成为
我国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

今年 11 月底，国家卫生健康

委、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
控局4部门公布《独资医院领域扩
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此前，相关
部门已提出，拟允许在北京、天津、
上海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
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

据了解，天津鹏瑞利医院由新
加坡鹏瑞利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
额约10亿元人民币，拥有500张床
位，不仅设置了骨科、眼耳鼻喉等特
色科室，并设有国际部，将利用位于
京津冀地区的优势，扩大服务范围。

我国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在津落地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 16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4 年 11 月，银行结汇 14658
亿元人民币，售汇 14409 亿元人民
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 42547 亿
元人民币，对外付款 43945 亿元人
民币。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李斌表示，从11月份我国外
汇收支形势看，涉外经济保持活跃，
外汇市场交易平稳有序，主要渠道
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数据显示，11月份，企业、个人
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总额超过
1.2 万亿美元，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7.5%和 1.7%，其中外币跨境收支顺
差 192 亿美元，处于较高水平。从
12 月以来初步情况看，企业、个人
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态势。

11月我国银行
结售汇呈小幅顺差

12月 16日，上证指数早盘窄幅震
荡，午后震荡走低，尾盘有所回升；深证
成指、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全天震荡
下探，尾盘有所回升。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报 3386.33 点，跌 0.16%，成交额
6752.37 亿元；深证成指报 10573.92
点，跌1.3%，成交额10245.64亿元；创
业板指报2201.53点，跌1.51%，成交额
4502.75 亿元；科创 50 指数报 975.27
点，跌1.47%，成交额1103.23亿元。沪
深两市合计成交16998.01 亿元，成交
额较上一交易日减少3694.26亿元。

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概念跌多
涨少。其中，商贸零售、煤炭、教育、银
行、电力、纺织服装等行业涨幅靠前；
首发经济、冰雪产业、铜缆高速连接、

免税概念、户外露营、光伏高速公路等
概念走势活跃。建筑材料、电子、计算
机、证券、国防军工、传媒、有色金属、
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跌幅居前；
PEEK材料、AI手机、星闪概念、人形
机器人、刀片电池、华为概念、乳业、复
合集流体、存储芯片、摄像头等概念走
势较弱。涨停个股主要集中在商贸零
售、传媒、机械设备、通信、医药生物、
房地产等行业。

个股涨跌情况，截至收盘，沪深两
市合计1725只个股上涨，3263只个股
下跌，平盘个股122只，停牌的个股7
只。不含当日上市新股，共有 120 只
个股涨停，32只个股跌停。

（据《证券时报》）

首发经济、冰雪产业等概念走强

新华社香港12月16日电 香港恒
生指数16日跌175.75点，跌幅0.88%，
收 报 19795.49 点 。 全 日 主 板 成 交
1340.7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53.9点，收报7132.69
点，跌幅0.75%。恒生科技指数跌64.9
点，收报4414.7点，跌幅1.45%。

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跌1.02%，
收报405.6港元；香港交易所跌1.78%，
收报297.6港元；中国移动涨1.08%，收
报74.85港元；汇丰控股涨0.54%，收报
75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跌

1.74%，收报31.15港元；新鸿基地产跌
0.86%，收报 74.85 港元；恒基地产跌
1.42%，收报24.25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涨
0.79%，收报 3.83 港元；建设银行涨
0.64%，收报 6.28 港元；工商银行涨
1.67%，收报 4.86 港元；中国平安跌
1.19%，收报 45.8 港元；中国人寿跌
1.75%，收报14.62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涨0.47%，收报4.28港元；中国石
油股份涨1.95%，收报5.76港元；中国
海洋石油涨0.79%，收报17.82港元。

港股16日跌0.88%
收报19795.49点

新华社东京12月16日电 日本东
京股市两大股指16日延续前一个交易
日下跌行情，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
指数收盘下跌0.03%，东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0%。

受前一个交易日纽约股市纳斯达
克指数上扬鼓舞，东京股市两大股指
16日小幅高开。早盘时段，爱德万测
试等部分半导体相关股票相对坚挺，
一度拉动大盘上涨。不过，由于索尼

集团、迅销集团等股票行情低迷，大盘
随后波动下行。下午交易时段，两大
股指均转为下跌。

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下跌 12.95
点，收于 39457.49 点；东证股指下跌
8.23点，收于2738.33点。

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
行业板块多数下跌，陆地运输业、石油及
煤炭制品、保险业等板块领跌，纤维制
品、金属制品、其他制品等9个板块上涨。

东京股市继续回落

受禽流感等因素影响，美国市场近
期鸡蛋价格大幅上涨。同时，气候因素
导致多种农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上涨。

罗杰·维德拉克在内布拉斯加州
经营餐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15日援引维德拉克的话报道：
“近期鸡蛋价格涨幅颇为荒谬。六个
月前，一箱180枚鸡蛋售价在18至20
美元，而现在已经涨到75美元！”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发布的11月
通货膨胀数据显示，鸡蛋价格在过去
12个月里上涨38%。仅在11月，鸡蛋
就涨价8.2%，创20年来最大单月涨幅。

美国“数据汇集”公司说，鸡蛋涨价
主要发生在最近两个月，自10月20日
以来，所有品类的鸡蛋涨价都超过28%。

美国“消费者事务”网站 16 日分

析，美国市场鸡蛋价格快速上涨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圣诞和新年假
期临近，美国消费者烘焙需求增加，对
鸡蛋的需求随之显著走高；二是禽流
感卷土重来，鸡蛋产量减少。

美国消费者发现，不仅鸡蛋在涨
价，牛肉、咖啡和非酒精类饮料都在涨
价。美国农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
示，受干旱等因素影响，美国肉牛存栏
量降至70多年来最低水平，预期明年
还将继续减少。

CNN评论，对美国来说，抑制食品
涨价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消费
者和企业都不得不适应现实。美国合
作银行食品饮料行业高级分析师比
利·罗伯茨说，不仅食品涨价，“貌似一
切都在涨价”。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鸡蛋等农产品大幅涨价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今年
以来，我国传统产业持续加大科技
创新投入，通过研发新产品、开拓新
市场、满足新需求，销售收入实现较
快增长。国家税务总局 16 日公布
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 10 个
月，我国传统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5.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
额同比增长21.5%。在税惠政策等
相关政策支持下，传统产业销售收
入较快增长。前 10个月，服装、家
具、家电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5%；化纤、橡塑行业销售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 12.4%和 8.4%；食品制造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8%；文教工
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12.4%。

前10个月传统产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