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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1日讯 记者齐慧、实
习生骆梦依从今天召开的交通运输部例
行发布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
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其中，二季度货运量、港口外贸货物
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增速较一季度均有
所加快，上半年公路水路行业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7813亿元，同比增长8.7%。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介
绍，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行业结构调整
优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客运结构持续
调整优化。公路客运需求持续回落，高
铁、民航、私家车出行需求较快增长。上
半年，全社会完成客运量 94.5 亿人次，
同比下降 2.7%。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
同比增长 12.4%，高铁出行比重持续提
高。公路客运量延续下滑趋势，但私家
车出行持续快速增长，高速公路 7 座及
以下小客车流量增速超过 15%。民航客
运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0.8%。

货运增速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社
会 完 成 货 运 量 197.4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3.1%。其中，铁路煤炭、钢铁等“黑货”

运量降幅较大，但“白货”实现快速增长，
高速公路货运量增速快于普通公路。快
递业务持续高速增长，全国快递业务量
同 比 增 长 56.7% 、业 务 收 入 增 长
43.4%。多式联运加快推进，集装箱铁
水联运量增长 20%左右。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预计今年
下半年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增速将较上半
年基本持平或略有放缓，但总体处于合
理区间，交通运输经济仍呈平稳运行态
势。”刘鹏飞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
将加快做好“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发展规划等的编制和实施，持续推
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三
大战略”各项任务，继续做好交通运输促
投资促消费稳增长，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全力推动交通运输经济平稳运行，为服
务宏观经济稳增长发挥好先行作用。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信部今天公布
了铸造用生铁企业规范条件动态复核结果，其中符合企业
113 家，撤销企业 33 家，意味着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取得
了新的进展。

据介绍，复核工作以《铸造用生铁企业认定规范条件》明确
的产品用途和质量、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能源消耗以及
工艺和装备要求为基础，并统筹考虑了地区经济、铸造行业实
际发展情况以及最新环保法规要求。在总量控制方面，以压减
产能总量和企业数量为原则，对已拆除的高炉、环保不达标的
装备以及停产 1 年以上的企业不再认定；在区域协调方面，以
坚持合理布局为原则，重点突出服务于本地铸造产业发展，兼
顾偏远欠发达地区均衡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要求铸造用生
铁企业须配套完善的除尘、脱硫等环保设备并有效运行。

上述负责人强调，这次复核认定并不意味着列入的企业
就完全符合当前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环保要求，已列入的企业
还应对照《规范条件》要求，自我约束、不断提升。工信部将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规范条件的企业提出整改要求，整改
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将撤销资格。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家能源局 21
日下发通知，提出建立风电投资监测预警机制，引导风电企业
理性投资，促进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发布年前一年度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低
于地区设定的最低保障性收购小时数，风险预警结果将直接
定为红色预警。发布年前一年度弃风率超 20%的地区，风险
预警结果将为橙色或橙色以上。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预警结果为红色的省（区、
市），表示风电开发投资风险较大，国家能源局在发布预警结果
的当年不下达年度开发建设规模，地方暂缓核准新的风电项
目，建议风电开发企业慎重决策建设风电项目，电网企业不再
办理新的接网手续。预警结果为橙色，表示风电开发投资具有
一定风险，国家能源局原则上在发布预警结果的当年不下达年
度开发建设规模。

当日发布的 2016年全国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显示，吉
林、黑龙江、甘肃、宁夏和新疆预警结果为红色，内蒙古西、内
蒙古东、河北北网为橙色。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中采咨询今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
战略性新兴产业采购经理指数（EPMI）为 48.8%，比上月下降
5.9个百分点。

中采咨询分析师于颖认为，本月整体经济进入淡季，新兴
产业 EPMI 指标季节性回落，尤其是新订单上月预支本月订
单后回落明显。从同环比变化看，总体表现平稳：本月回落幅
度和近两月环比均值都与去年持平，各正向指标大多高于去
年同期、弱于 2014年同期，但差值不大。购进价格小幅回升，
处于中位平稳阶段；出口订单低位微升。经营预期指标有所
回升且显著高于往年均值，同时采购量指标淡季回升，说明企
业看好未来，积极备产。从行业数据看，季节性特征也十分明
显，部分显著高于往年扩张水平的行业值得关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刘峰认为，从 4 月 EPMI
达到 64.3 的高点以后，EPMI 值已经连续 3 个月下降，新兴产
业 EPMI指标季节性回落特点明显。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城市公共
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指出，到 2020
年，初步建成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
求的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纲要》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城市
公共交通发展的五大任务。一是全面
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十三五”时期，
交通运输部将在地市级以上城市全面
推进“公交都市”建设专项行动，并对各

“公交都市”建设城市内符合条件的综

合客运枢纽建设给予支持。大力推进
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推广应用。二是
深化城市公交行业体制机制改革。推
进城市公交管理体制改革和城市公交
企业改革，建立政府购买城市公交服务
机制、票制票价制定和调节机制，健全
公 共 交 通 用 地 综 合 开 发 政 策 落 实 机
制 。 三 是 全 面 提 升 城 市 公 交 服 务 品
质。扩大公交服务广度和深度，完善多
元化公交服务网络，提升公交出行快捷
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四是建

设与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智能公交
系统。到 2020 年，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全面建成城市公交运营调
度管理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应急处置
系统。推进“互联网+城市公交”发展，
推进多元化公交服务网络建设。五是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通过合理选择交
通疏导、改善慢行交通出行环境、加强
城市静态交通管理、落实城市建设项目
交通影响评价制度等多项举措，引导城
市建立差异化交通拥堵治理措施。

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创出
年内新高，达到 55.5%，较上月回升 1.3
个百分点。其中，物流业业务总量指数
继续回升，保持在 55%以上的较高水
平，新订单指数为 56.8%，比上月回升
1.8 个百分点，表明消费趋旺，物流业需
求继续向好；中国仓储业指数继续保持
在景气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加快，
显示出企业的市场活跃度提高。

从行业来看，快递快运业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的态势；道路运输业趋于活
跃。从企业类型来看，综合型物流业、运
输型物流业和仓储型物流业增速均保持
在50%以上，全行业订单需求普遍增多，
为下半年经济保持增长奠定基础。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保持在高景气区间，为
60.9%的较高水平，预示着物流企业对
行业发展前景乐观，后期社会物流运行
仍将保持较为活跃的发展态势。

增速回升 盈利较弱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何辉分
析认为，6 月份新订单指数回升幅度超
过 1 个百分点，预示着物流业的基础进
一步巩固。另外，随着去库存和调结构
等政策的执行效果显现，显示出宏观经
济发展的均衡性有所提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
的另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社会物流总额为 107.0 万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
99.9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6.0%，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
点，但比上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进
口货物物流总额 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3 个百分点；
农产品物流总额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2个百分点；
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8.5%，增
速比一季度回落 3.2 个百分点；单位与
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6.1%，增
速比一季度提高 0.5个百分点。

上半年，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增速小幅回升。物流业总收入 3.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4.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6 个百分点。同时，物流价格总体低
位回升。从物流服务价格指数看，6 月
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 50.0%，比上月回
升 0.2 个百分点，显示出上半年物流价
格整体处于低位运行态势，同时各月波
动中有回升。但另一方面，今年以来，
受到物流服务价格和成本上升等因素
影响，物流企业盈利能力依然较弱。

转型呈现四大趋势

在日前召开的“2016 年中国物流
发展与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说，当前，物流业
面临不少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和供给能力不够矛盾交织；社会物流
成本仍然较高和企业盈利能力低问题
突出；物流基础设施总量过剩和结构
性短缺并存；物流需求增速放缓，部分
企业经营困难；市场环境和诚信体系
建设有待加强；体制机制约束依然明
显等。

何辉认为，目前物流业转型呈现四
大趋势：

一是物流运行平稳增长与结构调
整优化并存。在供给侧改革及产业升
级的带动下，重点领域如快递速运、冷
链物流、绿色物流等业态也将加速扩
张。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新产
业物流需求将快速增长，电子商务、移
动互联网等新业态发展动力仍将较为
强劲，所占比重有望快速提升。农村物

流、国际物流等将加快增长。
二是物流与相关行业由单一服务

向深入融合转变。未来物流业与制造
业、批发零售业、农业等各产业将深度
融合、互动发展。在重要领域、重点区
域、重点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区，大力发
展推广物流专业化、精细化运行，最大
限度地高效集约利用物流资源，保证物
流运行高效稳定，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三是物流由区域性向区域、国内、
国际物流协调发展转变。未来，我国物
流业一方面要提升物流业服务地区经
济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顺应全球化发
展趋势，打通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完
善重要枢纽节点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构建与周边国家、世界其他国家有
效衔接的物流网络。支持优势物流企
业“走出去”，形成全球物流服务体系。

四是物流业追求自身发展与促进
工商企业协同发展并重。物流业作为
服务性产业，要充分发挥连接生产和消
费的纽带和渠道作用，通过打造高效物
流服务体系，降低供应链物流成本，实
现自身与所服务产业的协同发展。

把握发展六大红利

何黎明认为，当前物流业虽然面临
不少问题，但也要看到诸多红利。

一是技术进步的红利。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与物流业务深
度融合，提升了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是创新创业的红利。物流企业通过
一系列创新，不断突破原有“路径依
赖”，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三是消费
升级的红利。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
进，农村物流潜力巨大。随着消费向多
元化、个性化转变，对物流服务的精细
化、响应度和一体化水平提出更高要
求。四是扩大开放的红利。当前，我国
正在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
略，西部和边疆地区将成为物流开放新
高地，交通枢纽城市成为关键物流节
点，物流通道沿线将催生更多的物流需
求。五是深化改革的红利。近年来国
务院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有效激发了市
场活力，降低了企业成本。六是大数据
资源的红利。生产、消费和物流活动产
生了海量数据，已经成为社会战略性资
源，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物流活
动将产生重要影响。

何黎明强调，“十三五”时期，物流
业要聚焦“高效、集约、连通、创新、协调
和改革”六大战略重点，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把握发展新红利，努力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
成 132.5 亿件，同比增 56.7%，业务收入
1714.6亿元，同比增 43.4%。

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
收 入 累 计 完 成 2475.8 亿 元 ，同 比 增
32.3%；业务总量 3238.3 亿元，同比增

49.2%；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占 GDP 的比
重达到 0.73%，比去年大幅提升。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国家邮政局
局长马军胜表示，下一步要推进“放管
服”改革，超前研究、提前谋划对“互联
网+”新业态的监管模式，深化快递与
电子商务协同发展。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创出年内新高——

物流业预期指数保持高景气区间
本报记者 杨国民

本版编辑 杜 铭 李 景

上半年交通运输业结构优化特征明显

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8.7%

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总量 132.5 亿件
业务收入达 1714.6亿元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乔金

亮从农业部获悉：上半年，全国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农业生产稳定、市
场运行稳健、农民增收平稳的态势。尤
为突出的是，农产品贸易逆差大幅收
窄，畜牧业投资增速明显，农产品加工
企业信心指数提升。

夏 粮 再 获 丰 收 。 今 年 夏 粮 总 产
2785.2 亿斤，处于历史第二高位。在
田作物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但受降雨影
响，部分地区稻田受淹。

“ 菜 篮 子 ” 产 品 供 给 总 体 平 稳 。

6 月份，580 个蔬菜重点县信息监测
点 蔬 菜 产 量 123 万 吨 ， 同 比 基 本 持
平。6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加 0.7%。
上 半 年 国 内 水 产 品 总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3%。 鸡 蛋 、 肉 牛 、 肉 羊 、 牛 奶 生 产
平稳。

结构调整进展显著。预计今年全国
玉米面积调减 3000 万亩以上，大豆面
积增加超过 800 万亩，饲草及青贮玉米
面积增加超过 600万亩。渔业减量增效
已经破题，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密度
呈降低趋势，北方肉牛肉羊奶牛等草食

畜牧业稳步发展。
猪肉、蔬菜价格上涨拉动农民增

收。6 月份，粮价稳中略跌，其中稻
谷、小麦、玉米同比分别下降 0.1%、
6.4%和 14.6%。棉花价格环比先跌后
涨，同比下降4.7%。猪肉、水产品价格
同比上涨 35.3%和 6.5%，牛肉、羊肉价
格同比分别下降 1.9%和 7.1%。蔬菜价
格先涨后降，同比仍上涨8.8%左右；水
果价格低位运行，同比略降。

农产品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据海关
总署统计，1 至 5 月，我国农产品出口

28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进口
439.7 亿美元，同比减少 5.0%，贸易逆
差同比减少17.3%。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形势较好。1至5
月，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5081 亿元，
同比增长 20.6%。其中，畜牧业投资占
比和增速较1至4月份分别提高1.5和4.8
个百分点。

农产品加工业运行良好。1 至 5 月，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主营业务收入超过7.5万亿元，同
比增长5%。

生产稳定 市场稳健 增收平稳

全国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结构优化

《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印发

2020 年初步建成现代化城市公交体系

钢铁去产能获新进展

33家铸造用生铁企业被撤销

EPMI连续 3个月下降

新兴产业季节性特征明显

风电投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
5省区亮“红灯”

7 月 19 日，在中铁四局八分公司贵阳地铁项目部，工人正

在进行道岔施工。据悉，该项目在全国首次使用合成树脂道

岔施工，采用的合成树脂轨枕由连续纤维增强聚氨酯发泡制

成，作为一种新型轻质高强环保材料，不仅有减震、抗噪、环保

效果，并且能提高列车行驶的舒适度。 郑红梅摄

海峡西岸经济区首座核电站

福建宁德核电一期项目建成
本报福建宁德 7 月 21 日电 记者杨阳腾 石伟报道：今

天 0 时 05 分，中广核宁德核电 4 号机组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至此，宁德核电一期项目 4 台机组全部投产，装机容量 435.6
万千瓦，相当于福建省 2015 年装机总量 4919 万千瓦的 9%；
年发电量 300 亿千瓦时，相当于 2015 年福建省全社会用电量
1852亿千瓦时的 16%；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约 980万吨。

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首座核电站，该项目实施了 16 项重
大技术改进，综合国产化率达 80%，对带动我国核电产业链
整体自主化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