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金融数据引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7月金融数据引起市场广泛

关注。从社会融资看，2024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395.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从贷款投放看，前七个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3.53万亿元，其中7月人民币贷款增

加2600亿元，同比少增859亿元。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7月金融总量增长基本

稳定，月末增速与上月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

增长，反映金融持续发力支持实体经济。分项数据显示，

7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约7000亿元，同比多约2900亿

元，这有力支撑了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

（摘自央视新闻）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7月为传统信贷小

月，月内贷款投放普遍呈季节性回落，在季节性效应、信

贷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挤水分”影响难以快速消退等叠加

作用下，7月新增信贷强度不高，不及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7月信贷的季节性特征明显，扰动因素较多，对单月数据

无需过多关注，而要更加关注总体信用状况、长期信用趋

势，注重信贷供需匹配。

（摘自北京商报）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认为，今年以来，中国人

民银行多次提出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均衡投放，注重信贷

资源有增有减，盘活存量金融资源。受此影响，金融总量

指标有所下行，但真正需要资金且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企

业会获得更多融资，这有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摘自北京日报）

多地取消新建商品房销售限价

今年以来，郑州、沈阳、兰州、宁德等城市明确不再

实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导，即取消销售限价。多地

取消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指导政策，意味着开发企业

自主定价的空间更大，房地产市场将逐步走向高度市

场化。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随着房地产市

场环境的变化，限价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突出。开发

商无法根据市场实时情况对价格进行调整，由此在部分区

域造成的新房与二手房之间产生价格倒挂现象，不仅增加

了真实住房需求的购房难度，也无法反映市场真实情况，

违背了政策初衷。近两年监管部门多次强调要建设“好房

子”，需要匹配政策给予支持，取消销售限价、价格回归

市场，有利于企业打造符合需求的好产品，是积极响应建

设“好房子”的表现。

（摘自第一财经）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认为，一方面，部分开发商为促销而大幅降价或变相降

价，使得原有限价指导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将价格自由

调整的权力给到开发商，减少了二次申请条件的冗余流

程，有利于开发商更好地以价换量，缓解资金链压力。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建诚智库首席研究员何田表示，楼市即将迎来“金九

银十”，取消新建商品房指导价之后，预计房地产企业推

盘力度将加大，将会积极主动促销，降价和促销力度有可

能加大，以把握阶段性去化热点，提升全年业绩。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快递业“加速度”折射经济活力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 8月 13

日，我国年内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比2023年

提前了71天。快递业再次提前实现1000亿件目标，不

仅凸显了我国快递市场的发展质效，也为繁荣活跃的中

国经济写下了生动注脚。

快递业联系千家万户、连接千城百业、连通线上线

下，这些年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今年以来，在神州大地上，每一秒钟有5144件快递、每

一天有4.4亿件快递在流动。最高日业务量超5.8亿件，

月均业务量逾130亿件，月均业务收入超1000亿元。这

些数据背后，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升，是我国快递

业高效运转和创新发展的有力证明。

1000亿件目标的实现更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无限潜力。

在快递业支撑下，线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2024年上半

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7.1万亿元，增长9.8%，其中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5.96万亿元，增长8.8%。越来越多的农

特产品通过快递网络连接全国大市场，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入

乡进村。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

务中心，快递网点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建制村快递服务覆

盖率超95%。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多元市场的消费需

求还在不断释放，快递业有望获得更多市场增量。

（摘自经济日报《快递业“加速度”折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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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日渐丰富。图为目前成都市三环内最大的足球主题
公园——城东体育公园。

2024年1—7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1%。高于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6.4个百分点。图为2024
（第41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全民参与乐在其中。南充打造市民健身新场所，将昔日桥下荒坝
子变身体育空间，市民置身其中健身游玩，畅享健康生活。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图说四川

图说
四

掘“金”体育产业
在刚落幕的第33届夏季奥运会上，四川运动健

儿在12个小项上夺得5金13银1铜，金牌数、奖牌

数、夺牌率均全面超越历史，创造了四川参加奥运

会最佳成绩。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为本就热度高涨的四川体

育市场更添一把“火”，大众体育消费需求旺盛。

2024年1—6月四川规模以上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速

高达 42.5%，连续 5 个月累计增速保持在 40%

以上。

强风吹拂，“燃”起来的不止赛场上的奥运健

将，还有这股热浪背后的体育产业。

四川籍运动员邓雅文夺得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冠军。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图为在四川某学校，学生在进行足
球对抗赛。

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活动在四川举办。图为2024F4方程式中国
锦标赛成都站赛况。



四川

2024年以来，四川上下积极开展“消费

促进年”活动，落实落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系列举措，消费需求稳步释放。1—7月，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2.8 亿

元，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个百分点。

全国

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积极

响应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新能源发电量

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政策保障。2024年1—7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

106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0%，其中，

风力发电量 87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7%，太阳能发电量176.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42.8%。

近年来，河南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出台“一揽子”助企惠企政策，持续

深化营商环境综合配套改革，累计推出1000

多项改革举措，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2024年1—7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6.4%。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9.8%。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25亿人次

在暑期旅游旺季带动下，交通出行服

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

务类消费增长较快。国铁集团数据显示，

今年1—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数量达到

25亿人次，旅客周转量达到9455亿人公

里，同比分别增长15.7%和10.6%，均创

历史同期新高。

1063.1亿千瓦时

15452.8亿元

得益于传统出口市场的持续回暖、出口

产品结构的优化、大宗商品进口的强劲拉动、

市场经营主体活力的增强，浙江进出口总额

保持稳定增长。2024年 1—7月，进出口、

出口、进口总额分别为3.01万亿、2.23万亿

和0.7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7.9%

和 6.5%； 占 全 国 份 额 分 别 为 12.1%、

15.7%和7.4%，同比分别提升0.1个、0.2

个和0.1个百分点。

自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市战略，以智

改数转为重点，以韧链强群为导向，大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工业生产保持旺盛活力。

2024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6.0%，增速居全省第二。分行业看，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715.6%，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250.7%，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增长138.7%。

全省第二9.8%

3.01万亿元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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