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

出口总值 30.8 万亿元，同

比微降 0.2%。其中，出口

17.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6%；进口 13.2 万亿元，同

比 下 降 1.2% 。 在 国 新 办

13 日 举 行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

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在世界经济复苏势头

不稳的大环境下，我国外

贸顶住压力，稳规模、优结

构持续推进，积极因素不

断积蓄。

从季度数据看，进出

口逐季抬升，一二三季度

进 出 口 分 别 为 9.72 万 亿

元、10.29 万亿元、10.79 万

亿元；从月度数据看，9 月

当月进出口 3.74 万亿元，

环比连续 2 个月增长，规

模创年内单月新高。“中国

产业体系完整、供给能力

充足、进出口结构均衡，是

中国外贸的重要基本面优

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倪月菊分析认为。

具体来看，我国外贸

高质量发展“稳”的基础更

加坚实。一是规模稳。二

三季度，进出口均在 10 万亿元以上，保

持了历史较高水平；二是主体稳。前三

季度，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增

至 59.7 万家，其中 2020 年以来持续活

跃的企业进出口值占整体的近八成；三

是份额稳。根据海关初步测算，前 7 个

月，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与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

在“稳”的同时，当前外贸运行还呈

现出“好”的积极变化：一方面，民企活

力好。前三季度，民营企

业 月 度 进 出 口 增 速 均 高

于整体，民营企业自主品

牌 产 品 出 口 比 重 同 比 提

升 0.7 个百分点至 22.7%，

汽车、工程机械、电子消

费 品 等 领 域 品 牌 知 名 度

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

市场潜力好。前三季度，

我国对中亚、非洲、拉美

等 新 兴 市 场 进 出 口 分 别

增长 33.7%、6.7%和 5.1%，

均 高 于 我 国 外 贸 整 体 增

速；近期，我国对欧盟、美

国 等 传 统 市 场 进 出 口 也

明显改善。

此外，“全国 21 个自

贸 试 验 区 主 动 加 强 协 同

创 新 ，探 索 推 进 联 动 发

展 ，放 大 改 革 综 合 效 应 ，

取得积极成效，有力带动

了 全 国 外 贸 的 发 展 。”倪

月菊分析说。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我国 21 个自贸

试 验 区 进 出 口 5.65 万 亿

元 ，增 长 4.6%，占 我 国 外

贸 整 体 比 重 进 一 步 提 升

到 18.3%。

谈到下一阶段我国外

贸运行走势，吕大良表示，

“依然有不少有利因素的

支撑”。从国内经济运行

看，制造业 PMI 连续 4 个月环比回升，

8 月份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了 0.8 个和 2.1

个百分点，经济整体回升向好。分产业

看，船舶、工程机械、家电等优势出口产

业的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

响力等进一步提升。同时，消费电子产

业进出口呈现复苏势头，集成电路进出

口在 8 月、9 月连续环比回升，9 月手机、

电脑出口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

期，很多人为了“寻味”奔赴

远 方 。 去 乌 鲁 木 齐 吃 烤 包

子、去柳州吃螺蛳粉、去南京

吃桂花汤圆⋯⋯美团、大众

点评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

国 餐 厅 堂 食 线 上 订 座 量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12%。 调

查发现，很多地方的美食街、

餐厅人气爆棚。“味蕾游”正

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吃住行游购娱，吃位居

旅游六要素之首。中国旅游

研究院美食旅游课题组发布

的调研结果显示，92.3%的受

访者会在旅游过程中做美食

攻略；93.1%的受访者将体验

当地美食作为前往外地旅游

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深“吃

货”可以为了品尝一口地道

风味调整行程安排，甚至“为

一顿美食赴一个村”。

“味蕾游”走红，反映出

当下大众消费需求正在不断

升级。在“吃”的方面，人们

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而是

追求多样的味蕾享受。对食

材的品质、口感、制作工艺等

方面有了更高要求。品尝当

地特色美食的同时，还可深

入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增加对旅游目

的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游”的方

面，人们不再只是追求“看山看水看风

景”，而是开始进入感受美好生活的新阶

段。深度参与并充分感受目的地文化内

涵的旅游方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

择。兼具文化性和体验性的“味蕾游”，

顺 应 了 消 费 升 级 趋 势 ，抓 住 了 发 展 新

机遇。

发展“味蕾游”，能够有效刺激居民

和游客消费，消费又将反过来推动餐饮

企业提质升级，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

一些地方虽然不缺少美食，

但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有

效推广，令当地美食文化陷

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

境，难以为外人所认知和了

解。在这方面，可以借助大

众传媒的力量，发挥影视综

艺节目的作用。《舌尖上的

中国》捧红了众多极具地方

特色的小吃，淄博烧烤也抓

住 了 短 视 频 的 流 量 红 利 。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

新媒体为城市文旅品牌和

旅游形象打造提供了新助

力。用好新传播渠道，有助

于城市文旅提高关注度，增

强影响力。

从 柳 州 螺 蛳 粉 到 淄 博

烧烤，很多城市因美食火出

圈，能否接住流量还要看城

市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

能 不 能 跟 得 上 发 展 节 拍 。

发展旅游经济，如果不能学

会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就

算有再好的资源，也无法长

久留住游客。

“ 味 蕾 游 ”既 是 味 觉 盛

宴，也是文化大餐。中华文

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诸多

美食都有典故出处，了解其

背后的文化传承和习俗风情，本身就是

一段旅程最好的打开方式。各地在发展

“味蕾游”的过

程 中 ，要 从 体

验、场景、特色

等 方 面 入 手 ，

让游客从舌尖

到心间感受美

食文化的独特

魅 力 ，这 样 的

“味蕾游”方能

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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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4 届 广 交 会 规 模 将 再 创 新 高第 134 届 广 交 会 规 模 将 再 创 新 高
本报广州 10 月 13 日讯（记者郑杨）

第 134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新

闻发布会 13 日在广州举行。广交会新

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徐

兵介绍，本届广交会将于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4 日在广州分 3 期举办，同时常态

化运营线上平台。本届广交会规模再创

新高，展览总面积扩至 155 万平方米。

展位总数 7.4 万个，比上届增加近 4600

个 。 参 展 企 业 28533 家 ，比 上 届 增 加

3135 家，其中出口展参展企业 27883 家；

进口展参展企业 650 家，来自 43 个国家

和地区。突出品牌引领，品牌展位规模

增至 1.45 万个，在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

造、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新能源等

5 个展区首次设立品牌展区。

进出口数据逐季抬升

，稳规模

、优结构持续推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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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予

9月份 CPI运行平稳，PPI同比降幅收窄——

物价回升态势基本确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 9 月 份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同比持平，环比上涨 0.2%；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降幅

收窄至 2.5%，环比上涨 0.4%。

“从各项经济指标和市场反映情况

看，当前物价已触底企稳，后期逐步回升

的态势基本确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志成表示。

CPI 环比继续上涨

从环比看，CPI 上涨 0.2%，涨幅比

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

格上涨 0.3%，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

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06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

表示，节前市场供应较为充足，食品价

格涨幅略低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认为，CPI 环比延续

7 月份以来的上涨势头，9 月份国际油

价上行推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和工业消

费品价格上涨，有效支撑了非食品价

格，并对冲了食品价格涨幅稳中趋缓、

暑期出行高峰结束相关服务消费价格

下降等下行因素。“CPI 环比连续 3 个

月回升，反映国内物价整体在回升中，

物价改善进一步得到确认。”光大银行

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说。

从同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3.2%，

降幅比上月扩大 1.5 个百分点；非食品

价格上涨 0.7%，涨幅扩大 0.2 个百分

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涨幅与上月相同，继续

保持基本稳定。刘志成表示，一方面，

受供应充足、需求偏弱等因素影响，猪

肉价格同比下降 22%，拉低 CPI 约 0.4

个百分点，是 9 月份 CPI 低位运行的重

要原因；另一方面，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3%，拉动 CPI 上涨约 0.5%，显示出我

国服务消费需求恢复较好。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认为，在 8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回归上涨

后，9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再次回零，略

弱于市场预期。从原因看，一方面，食

品供给充沛，未出现往年较强的双节

涨价效应；另一方面，在暑期较强的服

务需求释放后，短期需求回落，导致服

务价格弱于往年表现。不过，能源价

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整体 CPI。

PPI 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从环比看，PPI 上涨 0.4%，涨幅比

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9 月份，环比上涨的行业数量由

上月的 18 个增加至 21 个。”刘志成分

析，其中，主要受沙特减产、全球库存

降低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带动

国内能源开采加工、化学制品加工等

行业价格上涨 2%至 4.1%；国内基建项

目施工进度加快，加之政策力度加码

提振市场预期，铁矿石、铜、铝等主要

工业品价格环比上涨 1.2%至 3.2%。

“整体看，7 月份以来 PPI 同比降

幅已连续 3 个月收窄，上游成本传导为

主，下游需求回暖为辅。”温彬认为，这

既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反弹的传导影

响，也有国内工业企业预期好转、需求

回升的作用，同时去年相对较低的基

数有所贡献。

预计四季度 CPI 平稳回升

展望下一阶段，刘志成认为，随着

经济回升向好、需求稳步回暖、基数效

应减弱，加之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应

充裕、产销衔接畅通，预计四季度 CPI

同比涨幅将平稳回升，PPI 降幅也将进

一步收窄。

周茂华认为，物价改善反映国内

市场供需在朝着平衡方向修复，下一

阶段也仍需偏积极宏观政策支持。当

前温和偏低的物价环境，有助于稳定

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支持消费复苏，也有助于我国保持货

币政策独立性，拓展宏观政策空间。

“CPI 现阶段较大程度上仍受到上

年同期基数的扰动，但考虑到居民消

费意愿逐步回暖、消费能力逐步改善，

CPI 同比有望再度回到正增长区间。”

庞溟表示，宏观政策仍要在扩大需求

上继续积极作为。促进物价从低位回

升并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既呵护合

理健康可持续的需求复苏基础上的物

价正常回升，又有效保证物价水平不

对经济向上向好态势形成扰动，将是

四季度宏观政策的重要工作之一。

□ 本报记者 熊 丽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32 场举办
据新华社南京 10 月 13 日电（记者

朱筱、邱冰清）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

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第 132 场活动 13 日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举办。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

国博物馆》主编刘曙光作题为《大运河文

化的构建与传承》的演讲。

刘曙光从历史的运河、现实的运河、

申遗的运河三方面梳理了中国大运河的

“前世今生”，并强调在世界遗产的语境

下提炼中国大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他

认为，不断研究和认识大运河，对深刻了

解中华民族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

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坚定文化自

信 ，提 升 中 华 文 化 影 响 力 ，有 着 重 要

作用。

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专访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举行前夕，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介绍本届高峰论坛

筹备、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来成就及

对全球经济发展事业的重大意义等。

他表示，中方期待同各方一道，为

新时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擘画新

蓝图，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增添新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贡献。

本届高峰论坛是我国
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 坛 将 于 10 月 17 日 至 18 日 在 北 京

举行。

“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是我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

交，也是‘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最隆

重的活动。”马朝旭说，习近平主席将出

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为

来华出席高峰论坛的嘉宾举行欢迎宴

会和双边活动。

马朝旭介绍，本届高峰论坛主题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

同发展繁荣”。除开幕式外，将举办 3场

高级别论坛，围绕互联互通、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结合贸

易畅通、民心相通、智库交流、廉洁丝

路、地方合作、海洋合作等议题平行举

办 6 场专题论坛。论坛期间，还将举行

“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

马朝旭说，本届高峰论坛将发表一

份主席声明，梳理总结与会各方达成的

共识，明确下阶段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合作方向及重点领域。论坛

还将发布一份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

一份务实合作项目清单，全面梳理汇总

3 场高级别论坛、6 场专题论坛框架内

形成的各项成果。企业家大会上，中外

企业还将商签一批合作项目。

总结宝贵经验 擘画
新的蓝图

马朝旭说，到目前为止，来自 14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已

确认与会，包括有关国家领导人、国际

组织负责人、部长级官员及工商界、学

术机构、民间组织等各界人士。参会嘉

宾注册人数已超过 4000 人。

从目前情况看，本届高峰论坛预计

达成的成果相当丰富，既有合作文件

类、合作倡议类、合作机制类成果，又有

项目类、资金类、举措类成果，总量有望

超越前两届高峰论坛。

他表示，与会各方都是为合作而

来，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而来，为推

动共同发展而来。在当前的国际形势

下，本届高峰论坛将充分展示“一带一

路”中国倡议、全球响应、世界共赢的鲜

明特点，体现党的二十大以来全面推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进展，对外传递

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

为世界提供正能量、注入稳定性。

“中方期待同各方一道，以本届高

峰论坛为契机，总结回顾共建‘一带一

路’10 年来的宝贵经验，为新时期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擘画新蓝图，为实现

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增添新动力，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他说。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
放包容的倡议

马朝旭从四个方面总结“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作用——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形成了 3000 多个合作

项目，拉动上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中欧

班列畅通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做大做

强，“空中丝绸之路”扩能提速，大大提

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水

平，有力促进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

为各国共同发展带来宝贵机遇。

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合作伙伴搭乘中

国发展“快车”，支持各国消除贫困、增

加就业、改善民生，落实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企业在共建国

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为当地创

造超过 42 万个就业岗位。鲁班工坊、

“光明行”、菌草技术、杂交水稻、青蒿素

等一批“小而美”民生工程成功实施，产

生广泛的经济社会积极效应。

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可行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

而不筑墙、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

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

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

一步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

力支撑。

马朝旭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开

放包容的倡议。我们将坚持平等相待、

友好协商，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

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凝聚共识、总结经验、
规划未来

“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

得丰硕成果，惠及广大合作伙伴及亿万

普通民众。”他表示，中方期待以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新起

点，同各方一道，凝聚共识、总结经验、

规划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走

深走实，不断取得新进展。

“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黄

金法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合作

理念，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发

展目标，同合作伙伴一道，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向着共同发展繁荣的目标

不断迈进。”马朝旭说。

文/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董 雪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 1.58 万亿元——

金融支持实体更加精准有力
本报记者 姚 进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的金融统

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9.75 万亿元，同比多增 1.58 万亿元。

初步统计，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 计 为 29.33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多

1.41 万亿元。9 月末，广义货币（M2）余

额 289.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

“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显示，流动性

合理充裕，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下降，为经济回升提供了

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人民银行调查

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表示。

数据显示，9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8.2%，比各项贷款

增速高 27.3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1%，比各项

贷款增速高 4.2 个百分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8.6%，比各

项贷款增速高 7.7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4.1%，比各项贷款

增速高 13.2 个百分点。

“企业贷款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

款新增较多，为稳投资提供了较为充

足的资金支持。”阮健弘说，前三季度，

企（事）业单位新增贷款 15.68 万亿元，

同比多增 1.2 万亿元，是贷款增加的主

力军。其中，中长期贷款新增 11.88 万

亿元，同比多增 3.23 万亿元。

具体来看，一是金融机构加强对实

体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住户经营

贷款增加较多。前三季度，住户经营贷

款新增 2.97 万亿元，同比多增 6584 亿

元，是住户贷款同比多增的主要动力，

有效支持了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

的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居民消费需求

回升，推动短期消费贷款增加。前三季

度，住户部门短期消费贷款新增 4600

亿元，同比多增 3493亿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表示，9 月信贷投放维持较高景气度，

居民端改善明显、企业端力度不减，信

贷结构持续优化，社融维持高位，宽信

用进程加速。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

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认为，制

造业贷款比重稳步提高，将以量的合

理增长支撑制造业企稳向好、加快恢

复，以质的平衡优化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持续完善市

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社会融资

成本明显下降。前三季度，1年期和5年

期以上 LPR 分别下降 20 个基点、10 个

基点，推动企业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

9 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 3.85%，比上年同期低 14 个基点。

当前，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工作已

基本接近尾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司长邹澜介绍，目前，绝大多数借款人

均已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实惠。9 月 25

日到 10 月 1 日实施首周，有 98.5%符合

条件的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完成下调，

合计 4973 万笔、21.7 万亿元。调整后

的加权平均利率为 4.27%，平均降幅

0.73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