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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7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创 10年新高 
　　根据商务部 10 日发布的
数据，1至 7月，我国进出口、
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
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24.5%、
24.5%、24.4%，增速均为 10
年来新高。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1至 7月，我国进出口、
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 21.34
万亿元、11.66 万亿元、9.68

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10.6%、10.9%、10.2%。7月当月，
进出口 3.27 万亿元，规模仅
次于 6月，为历史单月次高。
　　根据商务部消息，前 7月
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
统市场出口合计增长 22.6%。
同时，与新兴市场贸易合作不
断深化，对东盟、拉美、非
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合计增长

26.5%，拉高整体出口增速 13
个百分点。
　　各类市场主体富有活力。
1至 7月，民营企业、国有企
业、外资企业出口分别增长
30.1%、16.7%、17.9%。新增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超
11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
近 95%。
　　值得一提的是，外贸发展

新动能持续增强。上半年，跨
境电商出口同比增长 44.1%，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同比增
长 49.1%。新能源汽车带动汽
车出口增长，1至 7月，汽车
出口同比增长 102.5%，增速
创历史同期新高。
　　商务部外贸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在进出口快速增长的同
时，依然面临全球疫情持续演

变、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多、
贸易问题政治化倾向加剧等因
素，经济复苏存在很大不确定
性。商务部将持续推进优进优
出、贸易产业融合和贸易畅通
“三大计划”，努力完成全年
量稳质升目标任务。

2020年逾半数公路货运企业收入增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路货运分会11日发布的《2020
年度中国公路货运 CEO 调查
报告》(下称：报告 )显示，
2020 年中国公路货运行业经
受新冠疫情的考验，逾半数公
路货运企业收入增长。
　　数据显示，被调查的货运
CEO 所在企业中，54.5% 的企
业收入规模较上年增长，超过
一半。18.81% 的企业维持在
稳定状态，持平和增长的企业
数接近四分之三。有 26.73%
的企业收入规模出现一定程度
萎缩。2020 年公路货运量完

成 342.6 亿吨，同比小幅下滑
0.3%，货运量从 6月份开始实
现正增长，增长速度保持较高
水平。公路货运周转量完成
60171.8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0.9%，基本实现正增长。
　　从细分市场看，零担快运、
城市配送领域收入增长的企业
占比较高。调查数据显示，
有 73.68% 的城市配送企业和
66.67% 的零担快运企业 2020
年收入较上年增长。报告分析
称，这主要是受偏好高时效、
标准化、规模化物流需求的网
络购物等消费领域的增长带

动。数据显示，2020 年，单
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
长 13.2%，继续保持两位数以
上增长。此外，O2O 到家业务、
社区团购也有较快增长。
　　整车运输企业总体实现正
增长，这主要是受消费领域的
电商快递对于整车运输外包需
求的带动。报告分析指出，受
疫情影响，生产领域物流需求
虽有所放缓，但国内投资拉动
带来较大规模的运输需求，
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整车
运输收入影响。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约 52.7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
年增长2.7%，其中交通、物流、
电力、水利、建筑、房地产等
物流依赖较大的领域投资增幅
较大。
　　从外部因素影响上看，被
调查 CEO 中，约八成的人反映
2020 年该行业受疫情影响最
大。同时，疫情也成为考验企
业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报告
显示，经过考验的企业普遍获
得较好的发展，零担快运等部
分领域细分市场集中度持续上
升。
　　展望今年，报告认为，除

了疫情，市场价格、人力成本
和资金等压力仍会是公路货运
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总体
看，2021 年公路货运企业预
期业务和收入规模态势向好。
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CEO中，
80% 以上的人预期 2021 年业
务和收入规模增长。报告称，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全面展开，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持续推进，中国公路货运
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8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 11 日发布
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8 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905 亿
元。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
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186.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

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
低 0.7 个百分点。
　　分部门看，7月份住户贷
款增加 4059 亿元，其中，短
期贷款增加 85 亿元，中长期
贷款增加 3974 亿元；企 (事 )
业单位贷款增加 4334 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2577 亿

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4937 亿
元，票据融资增加 1771 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
1774 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7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 230.2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
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3 个和 2.4 个百分点；狭义
货币(M1)余额62.04万亿元，
同比增长 4.9%，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6 个和
2个百分点。
　　7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
1.13 万亿元，同比多减 1.21
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7月末，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302.4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7%。7 月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 1.06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 636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