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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46527.3亿元，同比增长0.5%。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5490.6
亿元，同比下降1.3%；股份制企业实
现 利 润 总 额 34430.3 亿 元 ，下 降
1.3%；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11777.0 亿元，增长 6.9%；私
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2648.3 亿元，
增长2.6%。

1-8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8132.8亿元，同比下降9.2%；制造业实
现利润总额32967.2亿元，增长1.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5427.3 亿 元 ，增 长
14.7%。

1-8月份，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
下：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
同比增长 64.2%，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2.1%，农副
食品加工业增长 18.2%，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6.7%，纺织业增
长 14.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3.9%，汽车制造业增长 3%，通用设
备制造业增长 2.2%，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0.6%，专用设备
制造业下降 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下降 11.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下降 20.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50.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
比由盈转亏。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87.1万亿元，同比增长2.4%；
发生营业成本 74.38 万亿元，增长
2.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34%，同比
下降0.1个百分点。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
计 173.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负
债合计100.11万亿元，增长4.6%；所有
者权益合计73.6万亿元，增长5.2%；资
产负债率为57.6%，同比下降0.2个百
分点。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

款25.50万亿元，同比增长8.4%；产成
品存货6.53万亿元，增长5.1%。

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39元，同比
增加0.19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
为8.41元，同比增加0.04元。

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76.5元，同比减
少2.4元；人均营业收入为180万元，同
比增加7.3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
为20.4天，同比增加0.3天；应收账款平
均回收期为66.8天，同比增加3.7天。

受去年同期高基数等因素影响，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7.8%。 中国有色金属报

1-8月份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64.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突破400
万亿元、广义货币（M2）稳中有升、贷
款利率保持历史低位……中国人民银
行10月14日发布了前三季度的金融
数据。新发布的金融数据有何亮点？
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领域？金融
政策“组合拳”效果如何？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
计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
余额 25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
M2余额同比增长6.8%，增速较上月
有所回升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02.19万亿元，同比增长8%。

“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贷款保持
稳定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助于
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当前金
融总量总体平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首次突破400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
有力有效。不过，金融管理部门正逐
步淡化对金融总量指标的关注，金融
总量增长正处于“减速提质”阶段。

分结构来看，今年以来，企业贷款
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较多，这
为稳投资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
持。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企（事）业单
位贷款增加 13.46 万亿元，是贷款增
加的主力军。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9.66万亿元，占比超七成。

具体来看，信贷资金流向了哪里？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9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2%；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6万
亿元，同比增长13.5%；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 3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
这些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
速。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招联首席
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近年来，我国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科技创
新等新动能加快形成，信贷结构也相
应调整。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
绕实体经济发力，引导越来越多信贷
资源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

此外，我国利率水平保持稳中有
降态势，有助于企业和居民降低融资
成本，减少利息负担。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9
月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32%，比上月低约2个基点，比上年
同期低约78个基点；新发放企业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63%，比上年同
期低约21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
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社会预期偏
弱，短期内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对
此，金融管理部门加大政策力度，
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注重提振信
心。

9月下旬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快
速落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降低存款
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降低存量房贷
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持续落
地，社会有效需求将逐步恢复。”温彬
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政策“组
合拳”超预期、强有力，抓住了房地

产、资本市场两个关键点。
目前，各主要商业银行已发布批

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相关公告，明
确了具体操作事宜，推动此次调整安
排稳妥落地，也让借款人心里更有
底。

近期，前期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房
地产市场已出现积极变化：多地楼市
人气开始回暖，成交活跃度提升；居
民提前偿还房贷的现象有所减少，房
地产市场预期有所改善。

一家国有大行深圳市分行的工作
人员透露，9月 25日以来，该行个人
按揭提前还贷日均申请量较9月上中
旬日均水平下降六成。

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公布的下半年
各项重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把着力点更多转向惠
民生、促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曾表

示，将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
约束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供给，更
有针对性地满足合理的消费融资需
求。同时，要发挥政策合力，推动供
需匹配。

“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
量政策”——9月 26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明确部署，彰显党
中央全力提振经济的信心决心。

记者了解到，下阶段，中国人民银
行将进一步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密切观察前期政策效果，加快推动政
策生效。货币政策还有充足空间和储
备，将继续做好逆周期调节。

董希淼表示，在新旧动能转换加
快的大背景下，未来提振内需，尤其
是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也
会和其他宏观政策共同发力，为激活
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营造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

经济参考报

金融支持加大力度 增量政策“组合拳”持续显效
——解读前三季度金融数据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
发《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指南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显示，有色金属行业设备
更新目标是：重点推动有色金属行业
节能降碳减污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推广绿色高效采选、冶炼、材料加工等
装备，推动采掘、磨浮、熔炼、电解、挤
压、锻造、轧制等重点工序在线检测装
置、先进过程控制和智能装备的应
用。力争到2027年，实现电解铝吨铝
碳 减 排 5% 、节 电 200kWh，淘 汰
200kA以下预焙阳极铝电解槽，35%
以上电解铝产能以及55%以上铜、铅、
锌冶炼产能达到能效标杆水平，能效
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全部退出，大幅减
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
放，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达到75%以上，装备自主保
障能力和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水平显著
提高。涉及电解铝冶炼设备和产能变
化的，需先按规定落实产能置换相关
政策。

有色金属行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的重点方向主要是矿山领域设备、
冶炼领域设备、加工领域设备、工业操
作系统和工业软件等五个方面。

矿山领域设备主要是绿色高效节
能设备方面，重点推动新能源矿卡/挖
掘机、铲运机、电机车、通风设备、余热

利用设备、固废处置和污水高效处理
设备等改造升级。安全设备方面，重
点推动矿山地压、边坡排土场、尾矿库
和环境等安全监测设备，以及机械化
装药、人员和设备高精度定位、生产调
度、双重预防、AI智能识别等设备改造
升级。智能设备方面，重点推动巡检
机器人、大型破碎/磨矿/浮选/磁选设
备、智能分选设备、在线检测分析设
备、采矿装备远程遥控及智能作业系
统、固定设施无人值守与集控系统、生
产管控平台、矿山高带宽通信网络系
统等智能设备改造升级。

冶炼领域设备主要是绿色高效节
能设备方面，重点推动氧化铝焙烧炉
高效能改造、铝电解整流机组改造、铝
电解石墨化阴极改造、新型稳流保温
铝电解槽技术装备、铜锍连续吹炼、液
态高铅渣直接还原、绿色高效炼锌、竖
式镁冶炼还原、大型硅冶炼矿热炉（配
套余热利用装置）、铜冶炼PS转炉环
保升级、铅锌 ISP冶炼等设备改造升
级。智能设备方面，重点推动在线检
测装置、智能天车、自动剥片机、智能
分选设备、智能运输设备、智能仓储设
备、冶金过程作业机器人、电解槽短路
智能检测装置、无人巡检和无人值守
等设备改造升级。资源综合利用设备
方面，重点推动赤泥综合利用、锌湿法
冶炼浸出渣、铝电解大修渣以及铝灰
等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设备，拆解、破碎

及精细化分选成套设备，低烧损低能
耗炉窑、再生金属资源回收利用成套
设备等改造升级。

加工领域设备主要是绿色高效节
能设备方面，重点推动节能高效型废
气处理设备、能源供应设备、除尘排烟
净化设备、余热回收利用设备、立式半
连续液压内倒式铸造机、液压倾动式
铸造炉等改造升级。高端设备方面，
重点推动大规格挤压机、高精度轧机、
精密拉丝机等设备应用，升级改造进
口高端轧机电控系统，加快新一代质
谱仪、高稳定光谱仪、无损检测设备、
在线测厚仪等检验检测设备改造升
级。智能设备方面，重点推动AGV运
载车、智能天车、智能高架仓库、自动
上料机、自动打捆机、自动焊接装置等
设备，以及再生原料加工流程自动投
料机、智能分选设备、在线打包及输送
设备、智能仓储设备等改造升级。

工业操作系统主要按照“成熟可
用产品全面推进更新换代、基本可用
产品成熟一批更新一批”原则，推进有
色金属行业使用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数据
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嵌入
式软件等工业操作系统产品更新换
代。

工业软件主要按照“成熟一批替
代一批”的原则，推进有色金属行业使
用的研发设计类软件、生产制造类软

件、经营管理类软件、运维服务类软件
更新换代，优先选取非关键工序、非重
要应用场景开展更新换代，并向关键
工序和核心应用场景开放，逐步扩大
更新换代范围和规模。

据了解，《通知》主要政策和标准
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工业重点领域能
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版）》
《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
（2024－2026年）》及所附行业数字化
转型实施指南，《有色金属行业智能工
厂（矿山）建设指南（试行）》等数字化
转型管理要求，铜、铝、铅、锌、镁、稀土
等行业规范条件和硅、锡等行业自律
公约要求。《GB 25323－2023有色重
金属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 21346－2022电解铝和氧化
铝 单 位 产 品 能 源 消 耗 限 额》《GB
21350－2023铜及铜合金加工材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7－
2023工业硅和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 29448－2022海绵钛和钛锭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能效标准，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尾矿库安
全规程》等安全标准，《GB 25467－
2010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6－2010铅、锌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等环保标准，《有色金属行业
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与评估标准》等
数字化转型标准。

中国有色金属报

工信部：重点推动有色金属行业节能降碳减污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9
月份中国未锻轧铜及铜材的进口量高
达47.9万吨，较上月实现了15.4%的环
比增幅。这一数据不仅彰显了中国铜
材市场的强劲需求，也预示着中国经济
在“金九”传统消费旺季的推动下，正展
现出积极的复苏态势。

回顾今年前九个月的进口情况，中
国未锻轧铜及铜材的累计进口量已经
达到了409.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6%。尽管在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的背景下，这一增长幅度或许并不算特
别突出，但它无疑为中国铜材市场的稳
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9月作为传统的消费旺季，加上节
前补货需求的推动，国内铜材市场迎来
了需求的季节性回暖。企业纷纷增加
采购量，以满足生产需求，这也直接导
致了库存的不断下降。为了及时补充

库存，满足市场需求，更多的进口铜材
得以流入国内市场，为企业的生产和市
场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铜材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在电
气、建筑、交通和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
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此次进口量的显
著增长，不仅反映了国内铜材市场需求
的回暖，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
势。这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提升产业链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此外，进口铜材的增加还有助于平
衡国内市场的供需关系，稳定铜价。这
对于下游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
息。稳定的铜价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
产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从而为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长江有色金属网

中国9月铜材进口量显著增长，市场需求季节性回暖

据Mining.com网站报道，赞比亚
政府计划继续控股某些矿业项目，通过
正在执行的填图计划，这些项目已经取
得“重大”发现，但私营企业可以同政府
合作开发这些项目。

赞比亚是非洲第二大产铜国，希望
能够在2025年底产铜100多万吨。矿
业部长保罗·卡布斯韦透露，将设立特
殊目的实体推动投资。

卡布斯韦表示，SPV将持有某些
地区的许可证，然后寻找商业合作伙
伴，共同推进勘探开发。

通过国家矿业投资公司，赞比亚政
府已经拥有几处矿业资产。该国希望
到2031年将铜产量翻两番至300万
吨。

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将政府
圈定的多个勘查项目投入生产。

赞比亚希望新成立的SPV能够控
制未来关键矿产项目至少 30%的股
份。但是，这位部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
访时表示，这家国有企业将持有所有企
业45%的股份。

第一量子矿产公司和巴里克黄金
公司是赞比亚最大产铜商，合计产量约
占该国铜总产量的2/3。

目前处于勘探阶段的矿点，比如比
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支持的科伯德金
属公司的明贡巴项目届时有望年产铜
120万吨。

与烟草和园艺一样，采矿业也是赞
比亚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但由于经常
断电和汇率损失，也面临重大挑战。据
赞比亚矿业商会周四公布的最新报告，
因为停电，2024年采矿业将面临5亿
美元的损失。全球地质矿产信息系统

赞比亚成立国企控股关键矿产项目

据BNAmericas 网站报道，巴西
正在推进关键矿产潜力挖掘计划，一方
面要实现矿业多元化，另一方面是响应
全球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兴趣。

巴西联邦开发银行和矿业巨头淡
水河谷公司宣布，将成立10亿雷亚尔
（约合1.85亿美元）基金以投资关键矿
产勘查。

“BNDES宣布的这笔基金是一项
大计划的措施之一，开始阶段，我们将
构建更为多样的项目融资体系，包括初
级公司”，巴西矿产勘查开发协会会长
米格尔·尼瑞称。

“除了这笔基金外，我们将同巴西
B3股票交易所负责人讨论构建类似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初级矿业公司上市
机制”，尼瑞称。他也是“投资矿业”计
划协调员，包括BNDES的政府机构以
及矿产相关私营实体都是该计划的成
员。

BNDES 宣布，委托奥尔投资和
JGB BB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监管这笔
基金运营，主要为能源转型、脱碳和化
肥所需战略矿产勘探开发项目提供融
资。

“成立战略矿产基金是BNDES继
续支持矿业的举措。过去10年中，我
们为1800家企业提供了83亿雷亚尔
融资。关键矿产持续勘探对于巴西成
为全球能源转型领导者十分重要，这也
是卢拉总统核心目标之一”，BNDES
行长阿洛伊兹奥·梅尔卡丹特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BNDES和淡水河谷各自出资2.5

亿雷亚尔，其他5亿雷亚尔来自第三方
投资者。

“淡水河谷是一个重要的能源转型
矿产生产商，乐于成为这项计划的一部
分，以巩固关键矿产投资和国家生产
链。管理这笔资金的极大兴趣表明巴
西关键矿产勘查开发市场广阔”，淡水
河谷公司CEO古斯塔沃·皮门塔表示。

接受采访期间，当被问及淡水河谷
是否会投资其他矿产时，皮门塔称，公
司的战略将继续放在铁矿石等核心业
务，但也会开发储量丰富的铜和镍矿项
目。但他说，淡水河谷将视勘探成效决
定是否投资其他矿产。

BNDES透露，10亿雷亚尔将最多
支持20家在巴西勘探开发战略矿产新
项目的中小型企业。

这项基金优先投资铀、锰、钒、钛、
铜、锌、镍、钴、钨、锡、钼、铂族金属、锂、
铌、钽、稀土、硅和石墨。能够提升土壤
肥力的磷、钾也在目录之中。

成立该基金的原因是初级公司在
巴西资本市场融资困难，他们不得不到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融资。

在世界十大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
资国中，巴西位居世界第9位。据咨询
企业安永公司研究，2023年巴西矿产
勘查投资为3.847亿美元。

“南美国家中，秘鲁和智利矿产勘
查投资比巴西大得多。造成这种差异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其他国家，比如
加拿大那样的有吸引力的国家投资政
策和风险补偿机制”，安永报告称。

全球地质矿产信息系统

巴西多举措支持关键矿产勘探开发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
力加快发展，统一大市场稳步推进，绿
色低碳转型提速，在工业运行、新动能
产业、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多
个领域呈现积极亮点。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装备制造
业支撑作用明显。增值税发票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企业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3.6%。其中，装备制造
业同比增长5.3%，特别是计算机通信
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先进制
造业发展向好，同比分别增长13.5%和
10.5%。

——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数实
融合日益深化。增值税发票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11.6%。其中，高技术
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13.7%和 8.6%，反映创新产业持续壮
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7.7%，反映数字产业化稳步推
进。

——“两新”发展势头良好，9月份
提速明显。今年前三季度，在大规模设
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业采购机械
设备金额同比增长6.5%，其中9月份
同比增长5%，较8月份增速加快2.4个

百分点。受国家鼓励、地方支持和企业
让利等因素带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
备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
增长10.2%和6.5%；与家装相关的家
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3.9%和10.5%。

——绿色低碳加快发展，新能源
产业增长较快。增值税发票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
治理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4%，其
中 9月份同比增长 12.7%。新能源、
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服务业同比分
别增长22.5%、18.7%和 6%。清洁能
源产业保持较快增速，太阳能、水力、
风 力 发 电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0.3% 、
13.6%和 10.9%；新能源车制造业同
比增长31.8%。

——交通物流更加畅通，统一大市
场建设稳步推进。增值税发票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交通运输物流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特别是多式
联运和运输代理、邮政快递业同比分
别增长33.5%和11.3%，其中9月份交
通运输物流业同比增长10.6%。全国
省际间销售额同比增长2.5%，较全国
企业销售收入总体增速快1.1个百分
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贸易较为畅
通。

经济参考报

前三季度税收数据透出经济多重亮点

图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在清点钞票。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