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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中国证

券报》9 日刊发文章《铁路客货畅行 流

动的中国活力尽显》。文章称，暑运启

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5.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日均发送旅客

1386 万人次；不同起点的中欧班列或

提前、或超量完成目标；今年 1至 7月，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102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0.5％……客流活

跃、中外贸易繁荣、交通投资火热，彰

显中国经济活力。

暑运发送旅客超5亿人次
工作日的上午，北京地铁四号线

上人群拥挤，摩肩擦踵。“趁着暑假，带

着孩子逛一逛北京，游览故宫、长城、

天坛，给孩子心中种下一粒向上的种

子。”来北京旅游的胡女士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暑期出行，成为推动客流活跃的

重要因素。马蜂窝大数据显示，东北

旅游热度自入夏后节节攀升，“东北夏

季旅行”近一月热度环比大涨 166％。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7 月以来，部分适

宜避暑的山岳类景区旅游热度上涨超

过 1 倍，成为户外爱好者的避暑胜地。

此外，途牛数据显示，珠海、上饶、林

芝、大同、承德、哈尔滨、乐山等避暑

游、文化游目的地的出游热度同样不

俗，位居出游人次同比增幅前列。

客流活跃，在更多数据中得到印

证。国家铁路集团 8 月 7 日发布数据

显示，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 5.13亿人次，同比增长 5.4％，日

均发送旅客 1386万人次。8月 6日，全

国铁路发送旅客 1400 万人次；8 月 7
日，预计发送旅客 1380万人次，计划开

行旅客列车 10856列。

飞常准发布的民航周报数据显

示，截至 8 月 4 日，今年以来全国累计

执行国内客运航班 283.35万班次，同比

增长 6％，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1％；累

计执行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 40.75万班

次，同比增长 129％。

专家表示，客流是反映市场活力

的重要指标，客流的活跃将成为经济

持续恢复的前提。

中欧班列运行稳定
来自北京海关的消息显示，自 7月

常态化开行以来，北京地区中欧班列

已累计开行 4列，班列经由二连浩特口

岸出境，驶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目前

已运输 220 个 40 尺集装箱，商品涵盖

家电、建材、鞋服、轮胎、家具、机械等，

总货值 7800余万元。

“中欧班列运输环境稳定，线路平

稳，相较于以前的海运方式，全程运输

时间能节省超 50％。该班列可以采用

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通关，组货企业

可在平谷海关就近报关，降低了运营

成本。”北京京平国际陆港运营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赵亮介绍。

这是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往来繁

荣的缩影。国铁集团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 7 月 29 日，中欧班列中

通道今年出入境中欧班列达 2010 列，

较去年提前 21 天突破 2000 列大关。8
月 2 日，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往

返开行中欧班列数突破 1000 列，运输

货物超 8 万标箱。今年 1 月至 7 月，中

欧班列（合肥）累计开行 380 列，同比

增长 3％……

业内人士表示，中欧班列凭借快

速、稳定、可靠等优势，成为具有强大

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国际物流

品牌，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交通网加速形成
客流活跃、中外贸易繁荣的背后，

有赖于高质量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

形成。

今年 1至 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资 产 投 资 41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

快构建，我国铁路网的规模和质量进

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7
月份铁路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此

外，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

展，沪渝蓉高铁钟祥汉江铁路特大桥

主桥合龙、合肥至新沂高铁淮河特大

桥贯通、兰州至合作铁路洮河大桥主

墩全部封顶。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发挥铁路建

设投资的有效拉动作用，高质量推进

铁路规划建设，加快重点项目前期工

作，抓好在建项目施工组织，紧盯年内

投产项目，确保安全优质按期开通运

营。”该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调图”已成为全

国铁路每年的“惯例”。自 6月 15日零

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

列车 12690列，较原图增加 205列；开行

货物列车 22595 列，较原图增加 74 列，

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

效率进一步提升。

此外，交通运输部 7 月 26 日公布

数据显示，2024年 1－6月，水路交通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1025.22 亿元，同比增

长 9.5％。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经济参

考报》8月 9日刊发记者向家莹采写的

文章《助实体惠民生促消费 多部门

划定金融工作重点》。文章称，近一

段时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金融管理部门纷纷

召开年中工作会议，敲定下半年工作

重点。根据会议释放信号，下半年金

融政策将继续着力推动经济回升向

好，并助推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与

此同时，政策着力点将更多转向惠民

生、促消费，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

章”，配套政策文件将加快出台，结构

性货币政策也将进一步用足落实。

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

是下半年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综合运用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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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

看来，后续货币政策仍将重点关注实

体融资成本尤其是实际利率的下行，

预计未来仍有降准操作，三季度降准

概率较大。

“下一阶段，随着内外部环境变

化，应加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继续

适时降息、降准，保障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服务更加稳固。”招联首席研究

员董希淼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央政治局

会议强调的“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

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相契合，

人民银行在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提

出，“把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

消费”。金融监管总局提出，“聚焦

养老健康、长期护理、意外伤害、灾

害应对、农业生产等民生领域，丰

富普惠保险产品供给”“加大消费领

域信贷投放”等。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

究员任涛表示，“把着力点更多转向

惠民生、促消费”有助于提高内需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度，更好激活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持续性。

谈及后续可能出台的举措，东方

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下半

年着眼于促消费，特别是配合 1500 亿
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货币政策在推动消费金融发

展方面可以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他判

断，不排除下半年央行设立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再

贷款，定向支持居民商品消费及服务

消费的可能。

围绕“惠民生、促消费”，金融机

构也在加快行动。例如，农业银行在

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提出，积极服务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邮

储银行提出，聚焦消费金融，打造消

费金融排头兵。

扎实推进“五篇大文章”依旧是

政策支持重点。人民银行表示，加快

出台金融“五篇大文章”配套政策文

件。持续落实好支持科技、绿色和民

营经济等已出台政策。继续用好用足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

机构优化信贷结构。金融监管总局在

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提出，助力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与科技

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下调了

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设立

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和保障

性住房再贷款。数据显示，6月末，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18.1％，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

长 16.5％，“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

增长 15.2％，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

16.9％。这些贷款的增速都高于同期

全部贷款的增速。

“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余额约 7 万亿元，约占央行资产负

债表规模的 15％，聚焦支持小微企

业、绿色转型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温彬表示，下阶段，“五篇

大文章”和新质生产力仍是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重点，在“挤水分、防

空转”降低总量依赖的同时，优化

结构、盘活存量、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成为重要方向，年内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仍将加快落实，确保对

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金融支持，推动经济企稳向好、新

旧动能转换和风险有效化解。

多家金融机构亦在年中工作会

议上明确，下半年要坚持服务实体经

济，做好“五篇大文章”，全面提升金

融供给质效。

中国银行表示，统筹做好“五篇

大文章”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交通银行提出，强

化全行“一盘棋”意识，在“五篇大文

章”相关领域尽锐出战，全方位强化

政策、系统、资源等方面的支撑保障。

助实体惠民生促消费金融工作重点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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