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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7
月 份 ， 全 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39439.8 亿元，同比下降 15.5%，降幅比 1—6 月份
收窄1.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孙晓
表示，总体看，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下一
步，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政策，着力扩大有效需
求，持续提振市场信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
动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单位成本今年以来首次同比减少

谈及最新发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孙晓从
营业收入、盈利水平、单位成本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分析——

工业企业营收有所改善。随着经济恢复向好，
供求关系逐步改善，工业产销衔接水平明显提升，
加之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收窄，共同推动工业企业
营收改善。7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4%，降幅较6月份收窄1.9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好转。1—7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幅较1—6月份收窄1.3
个百分点，累计利润降幅自年初以来逐月收窄，
呈现稳步回升态势。其中，7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下降6.7%，降幅较6月份收窄1.6个百分点。

不同类型企业利润均有改善。1—7 月份，国
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降幅较1—6月份收窄0.7个百
分点；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降幅
分别收窄2.8、0.4个百分点，企业盈利持续好转。

单位成本首次同比减少。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
行，中下游行业原料成本压力有所减轻，工业企业
单位成本总体改善。7月份，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
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15元，同比减少0.55元，今年
以来首次同比减少，有利于企业扩大盈利空间。

装备制造业发展动能积聚壮大

从具体行业看，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呈现3个主
要特点——

装备制造业利润稳定增长。今年以来，装备
制造业发展动能积聚壮大，持续助推工业企业效
益恢复。1—7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7%，延续增长态势，增速高于规上工业17.2个百
分点。装备制造业利润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升至
34.6%，较 1—6 月份、上年同期分别提高 0.3、5.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气机械行业受光伏设
备、锂离子电池、家用空调等产品带动，利润增

长 3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行业受船
舶、海洋工程装备、动车组等产品带动，利润增
长30.4%；通用设备、仪器仪表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14.5%、12.4%，均保持较快增长。

原材料行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受部分工业
行业供求关系改善等因素推动，原材料制造业当
月利润降幅明显收窄。7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利润
同比下降 7.7%，降幅较 6月份收窄 29.6个百分点，
带动规上工业利润改善。其中，钢铁、石油加工
行业均由上年同期全行业净亏损转为盈利，利润
同比增加288.0亿元、177.5亿元；有色冶炼行业利
润增长1.17倍，增速明显加快。

电气水行业利润增长加快。1—7 月份，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同比增长
38.0%，增速较 1—6 月份加快 3.9 个百分点。其
中，随着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持续发力，发电量增
长加快，电力行业利润增长51.2%，增速较1—6月
份加快4.7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工业生产整体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国家统计局
工业司首席统计师王新介绍，1—7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增速与上半年持
平。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制
造业增长 4.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4.1%，均与上半年持平。7月份，全国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环比增长0.01%。

“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库存增速持续回落，产
销衔接水平改善。”王新说，7 月份规上工业企业
产销率升至 97.8%，比上月提高 2.1 个百分点，为
2022 年以来各月最高。分行业看，电子、建材、
化工等行业产销率分别为 98.3%、97.3%、97.0%，
比上月提高4.1、2.8、1.9个百分点。

新动能是另一突出看点。随着上半年全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13亿千瓦，7月份，风力
发电机组、光伏电池等绿色能源产品产量分别增
长29.7%、65.1%。“绿色”材料需求不断增加，相
关产品快速增长，其中多晶硅、单晶硅、太阳能
工 业 用 超 白 玻 璃 等 产 品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93.4% 、
83.4%、52.3%。充电桩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26.6%，
新能源汽车增长24.9%。资源循环产业体系不断完
善，助力绿色发展，7月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3.4%，比上月加快9.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连续收
窄，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改善有助于企业效
益回升，工业产销衔接水平提升有利于增强企业
生产积极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下阶段，工业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平稳。

前7个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39.8亿元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持 续 改 善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今年以来，福建
省福州市仓山区积
极落实税费优惠政
策，优化民营企业发
展环境，多层次推动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图为工人在
仓山区一家制衣企
业生产线上赶制服
装订单产品。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作为广东省首批
“近零碳”排放区城镇
试点，广东省汕头市
南 澳 县 依 托 风 力 优
势，建成了亚洲最大
的“近零碳”风电岛
屿。依靠南方电网柔
直系统，构建起绿岛
与内陆的电能传输通
道。截至目前，已向内
陆累计输送清洁能源
电量约 16 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134 万吨。图为
位于南澳县南澳岛的
南方电网多端柔性直
流系统青澳换流站。

沈 甸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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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
会，就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及
中蒙经贸合作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

（简称中蒙博览会） 将于 9 月 6 日至
10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
办。本届博览会以“共建开放新格
局，共享发展新机遇”为主题，期间

将举办 10 余场贸易投资推介及会议
论坛活动。

商务部副部长李飞说，近年来，
中蒙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据中方
统计，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122亿美
元，同比增长34%。今年上半年，双

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62.6%，继续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中国多年是蒙古国最
大贸易伙伴国。

双边贸易结构日趋完善。今年上
半年，中国对蒙古国出口机电产品增
长较快，自蒙古国矿产品进口平稳，
蒙古国的羊毛、坚果、油菜籽等农牧
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中国对蒙古国投资增长。据初步
统计，截至2023年6月，中国对蒙古
国直接投资近 17 亿美元，涉及采
矿、制造业、畜产品加工、建筑、餐
饮等领域，并逐渐向矿产品深加工、
绿色能源等领域拓展。

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多年
来，中国向蒙古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

帮助，帮助蒙方建设了一批基础设
施、生产性和民生项目，并为蒙方培
训各领域人才8900多名。

据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杨进介
绍，中蒙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三
届，开创了中蒙合作新局面、扩大了
开放合作朋友圈、促进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第四届中
蒙博览会的展览展示亮点纷呈，主展
面积达到 9.2 万平方米，创历届最
大；预计参展企业 3000 多家，创历
届最多；目前参展国别达到 35 个国
家和地区，创历届最多。

“近年来，内蒙古向北开放步伐
不断加快、招商引资质效不断提升、
外贸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口岸现代化
建设不断推进，开放型经济整体水平
显著提升，中蒙博览会对内蒙古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
杨进说。

蒙古国食品农牧业与轻工业部副
部长钢呼勒格说，中蒙博览会是促进
蒙古国外贸的重要平台。目前，双方
各部门正在共同努力，以实现贸易额
增长至200亿美元的目标。相信中蒙
博览会将继续为蒙中经贸关系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

“中蒙博览会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为推动中蒙经贸合作搭建了平
台，在促进地区经贸往来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李飞说。

上半年中蒙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62.6%

中蒙经贸合作开创新局面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二连浩特是中国对蒙古国开放的
最大陆路口岸城市，也是中蒙两国边
境贸易最活跃的地方。今年以来，经
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呈现稳步
增长态势。图为工人在二连浩特口岸
旁的进出口物流园区中装载准备出口
的货物。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本报北京8月 27日电 （记者
汪文正） 27 日，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关于减半征收证券交
易印花税的公告。

公告称，为活跃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自 2023 年 8 月
28 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
半征收。

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本报北京8月 27日电 （记者
赵展慧） 2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
消息表示，证监会充分考虑当前市
场形势，完善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
节机制，围绕合理把握IPO、再融
资节奏，作出一系列安排。

证监会此次发布的主要措施如
下：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
紧IPO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
态平衡；对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或
者其他行业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大额
再融资，实施预沟通机制，关注融
资必要性和发行时机；突出扶优限

劣，对于存在破发、破净、经营业
绩持续亏损、财务性投资比例偏高
等情形的上市公司再融资，适当限
制其融资间隔、融资规模；引导上
市公司合理确定再融资规模，严格
执行融资间隔期要求。审核中将
对前次募集资金是否基本使用完
毕，前次募集资金项目是否达到
预期效益等予以重点关注；严格
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应当投向
主营业务，严限多元化投资；房
地产上市公司再融资不受破发、
破净和亏损限制。

证监会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

8月 25日至 8月 27日，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 2023世界机器人大赛
锦标赛 （昆明） 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439支队
伍、5171名青少年选手在比赛中同台竞技、相互学习，不仅培养了创新
意识、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还提高了科学素质。图为两名参赛选手在
比赛前检查场地。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近期，江苏省海安市大公镇于坝村4000多亩梨园迎来采摘旺季。大
公镇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梨园，开展“数商兴农 直播增收”公益活动，
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帮助果农拓宽销售渠道，促进果农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图为大公镇青年志愿者在于坝村梨园利用网络直播帮助果农销
售脆梨。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本报鄂尔多斯电 （记者刘发
为） 8月27日，第九届库布其国际
沙漠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库布其沙漠闭幕。本届论坛主
题为“以科技引领治沙 让荒漠造
福人类”，旨在推动中外荒漠化防
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交流
合作，传播中国防沙治沙科技创
新经验成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
处共同签署了 《关于建立中阿干
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
心的谅解备忘录》，中阿干旱、荒
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揭牌

并启动首批落地项目。
本届论坛围绕“荒漠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沙尘暴
防治与科学治沙”“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创新·转让·共享——用
知识和技术促进生态修复”4 个主
题论坛展开讨论，通过分享交流全
球荒漠化防治技术和模式的最新成
果，推进科技创新助力荒漠化防治，
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

论坛发布了《第九届库布其国
际沙漠论坛共识》，倡议国际社会携
手努力，让荒漠造福人类。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自 2007
年创办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

第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举办

据新华社拉萨电 （记者刘洪
明） 西藏林芝农产品前置智能仓近
日在林芝经济开发区正式启用，当
地 30 多家农产品企业参加了开仓
仪式，这是西藏首个农产品前置智
能仓。今后，当地的松茸制品、藏
香猪制品、白肉灵芝等高原特色农
产品可就近入仓，再通过京东物流
覆盖各地的仓配网络快速销往全
国，打开了一条新的“藏品出藏”
产销一体化物流运输大通道。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尼玛
顿珠说，西藏林芝农产品前置智能
仓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布设
便捷的“地狼”货到人拣选系统，
实现了产品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管理。这个农产品前置智能仓是

继西藏自治区级公共物流仓储配送
中心建成后，西藏自治区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整区推进项目的又
一重要建设成果。

“现在有了农产品前置智能仓
提供高效便捷的仓配一体化服务，
对企业来说节省了仓储、物流成
本，也增强了我们对产品未来销路
的信心。”西藏可心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炜说。

近年来西藏大力发展特色农牧
产业，越来越多的高原产品亟待走
向全国大市场。西藏林芝农产品前
置智能仓的启用，将支撑当地做好

“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进而带动更多群众
就业增收。

西藏首个农产品前置智能仓启用西藏首个农产品前置智能仓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