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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 4个月保持扩张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
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
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6%，
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
何辉认为，总体来看，上半年
供应链上下游继续融合发展，
业务需求和企业经营保持稳
定。
　　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

数、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保持景气区间，服务价
格指数环比平稳回升。6月份，
新订单指数为 51.9%，环比回
落 0.8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道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
输、邮政快递等行业新订单指
数均在景气区间。邮政快递和
航空物流业务中，冷链花卉、
应季果蔬和生鲜食品新订单快

速回升。
　　6月份，物流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扩张区
间，投资动力平稳。物流服务
价格指数小幅回升，企业资金
周转率指数平稳，主营业务成
本指数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
点，东中西部地区全面上升，
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和邮
政快递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超

过 55%。
　　何辉认为，6月份需求保
持扩张，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
量增势相对均衡，行业预期保
持稳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
输业、装卸搬运业和邮政快递
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达到 54%
以上。
　　分析称，总体来看，中国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 4个月保

持扩张，上半年均值与去年同
期持平，从需求来看物流业务
总量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企
业预期总体乐观，综合反映出
上半年全国物流运行总体平
稳，为下半年向好巩固基础。

中国非制造业经营活动上半年持续保持扩张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6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6月份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5%，环比下降 0.6 个百分
点。上半年，中国非制造业经
营活动持续保持扩张态势。
　　本月，在各单项指数中，

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手订单指
数、存货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较上月有所上升；新订单
指数、投入品价格指数、销售
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
应商配送时间指数较上月有所
下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
会长蔡进认为，2024年6月份，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
有所下降，但仍在 50% 以上，
意味着非制造业经营活动保持
扩张，但增速较上月有所放缓。
　　分行业看，建筑业和服务

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 50% 以
上。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
指数连续 5个月超过 55%，基
建投资相关活动持续发力；房
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
52% 以上，房屋建筑活动保持
平稳。

　　上半年，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均值为 51.3%，非制
造业经营活动持续保持扩张态
势，但二季度以来，非制造业
经营活动增速呈现逐月放缓趋
势。从预期看，服务业预期趋
好将带动非制造业预期向好。

国家数据局今年将陆续推出 8项制度文件
　　“伴随新一轮信息技术的
爆发式涌现，数据作为新的生
产要素，正逐步成为价值创造
的源泉，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
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要动
力。”
　　7月 2日，在 2024 全球
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国家
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我
们将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今年
陆续推出数据产权、数据流通、
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公共数

据开发利用、企业数据开发利
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
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等 8项制
度文件，加大政策供给，推动
我国海量数据优势转化为国家
竞争新优势。”
　　刘烈宏称，国家数据局运
行以来，切实履行统筹推进数
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规划和建设等职责，加快数据
基础制度建设，实施“数据要
素×”行动，布局数据流通

利用基础设施，激活数据要素
价值。
　　据刘烈宏介绍，2023 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计
超过 12 万亿元，占 GDP 的比
重 10% 左右。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强
统筹协调和政策协同，加快推
进数据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建
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
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全面统
筹数字化发展和安全，完善数

字中国建设推进机制，强化常
态化监测评估，全面提升数字
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
协同性。”
　　刘烈宏表示，要深入激活
数据要素价值，构建以数据为
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世界经
济的每一轮爆发式发展都与新
的生产要素密切相关，从土地、
资本到技术，新生产要素逐步
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并最终成
为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

关键要素。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
创新空前活跃，特别是以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
展，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
行模式，创造新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有望培育出超万亿
美元的支柱产业，为千行百业
赋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方向和关键动力源。”刘烈
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