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快突破 1000 亿件
中国“小包裹”实现新跨越

金融政策持续用力
贷款利率保持低位
———透视 7 月金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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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3 日 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
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旨在保障
国家对军人的抚恤优待，激励军
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献身精
神，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 新修订的《条例》共 6 章 64
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军
人抚恤优待基本原则。 军人抚恤
优待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贯彻待遇与贡献匹配、精神
与物质并重、关爱与服务结合的
原则。 健全抚恤优待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保障水平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防和军
队建设需要相适应。

二是健全体制机制，适应国
防和军队建设新形势新要求。 明

确抚恤优待对象范围和抚恤优
待内容。 明确管理体制，规定退
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其他有关
机关、军队有关部门的抚恤优待
工作职责。 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
责任。 完善评定烈士、发放残疾
抚恤金等工作的军地衔接机制。

三是增加抚恤优待措施，加
大服务保障力度。 规定抚恤优待
对象享受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
务和相应的抚恤优待待遇。 通过
向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的遗属
增发抚恤金，邀请抚恤优待对象
参加重大庆典活动等措施增强
荣誉激励。 建立关爱帮扶机制，
加大对特殊困难抚恤优待对象
的关爱帮扶力度。

四是优化抚恤优待程序，提
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明确一次性
抚恤金的发放程序，保障抚恤优
待对象合法权益。 细化残疾等级
评定的程序，增加补办评定残疾
等级的情形。 ⑩1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了 7 月
金融统计数据。 在金融总量增长整体
“减速提质”的背景下，当月金融数据
有何亮点？ 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
领域？ 利率调整还有多大空间？

当月贷款增长稳定 债券融资增
长明显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
统计数据显示，7 月末， 我国人民币
贷款余额 251.1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95.7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2%； 广义货币
（M2）余额 303.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

数据显示，7 月新增贷款约 2600
亿元，同比有所回落。 对此，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7 月历
来是贷款投放的“小月”，加之 6 月银
行季末信贷冲量明显，7 月的贷款增
长基本稳定。

记者发现，7 月票据融资增长较
多。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介绍，表
内票据是贷款的组成部分，是实体经
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具有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好等
特性。 随着票据利率下行，中小企业
票据融资的成本相应降低，激发了票
据融资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7 月末社融规模
增速回升，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保持稳固。其中，债券融资相关数据
表现突出。

数据显示，7月末， 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上月末
高 0.1个百分点。 7月份，企业债券净融
资约 1600亿元，同比多约 310亿元；政
府债券净融资约 7000亿元， 同比多约
290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在有
效信贷需求偏弱的大背景下，社会融
资规模指标增速保持平稳，展现出了
一定的韧性，也反映了直接融资与银
行信贷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信贷结构继续优化 盘活存量资
源力度加大

数据显示， 前 7 个月， 我国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13 万亿元，
企业仍是新增贷款的大头。 其中中
长期贷款增加 8.21 万亿元， 占比超
七成。

具体来看新增贷款投向了哪些
领域？ 一组数据或能给出答案。

7 月末，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16.9%，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5%；
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7%，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

温彬表示，今年以来，金融机构
围绕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支持重大
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力度保

持稳固。 这背后不仅得益于金融管理
部门加大引导力度，激励金融机构优
化信贷结构，还离不开金融机构积极
盘活存量贷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金融机构加大盘活存量资源力
度和治理资金空转往往不会体现为
贷款余额的增长，但金融支持质效是
明显提升的。 ”温彬说，今年以来，金
融机构将低效贷款回收后投放到新
动能领域， 存量贷款的结构明显优
化，对经济的支持是实打实的。

不容忽视的是，当下有效融资需
求仍显不足，需要指导金融机构挖掘
信贷需求， 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绿色发展等新动能领域的贷
款需求。

董希淼认为， 前期一系列政策效
果还在逐步显现， 将带动有效需求复
苏回升。 未来经济政策着力点将更多
转向惠民生、促消费，有利于创造新的
有效融资需求。

贷款利率保持低位 展现政策
定力

今年以来，我国利率水平保持稳
中有降态势，贷款利率仍保持在历史
低位。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7
月份， 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 3.65%，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低
22 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为 3.4%，比上月低 9 个基点，比上年
同期低 68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这背后是我国市场化的利率调
控机制进一步完善。 7 月 22 日，中国
人民银行宣布将公开市场 7 天期逆
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利率、 数量招
标，明确了 7 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的
政策利率地位，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
利率传导关系。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
刚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
利影响增多，美联储降息时点尚不确
定，中美利差仍然较大，跨境资本流
动和汇率波动压力持续存在。 与此同
时，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净息差收窄
压力依然较大。 顶住内外部压力继续
降息，充分展现了货币政策以我为主
的战略定力。

7月 25日主要商业银行再次自主
下调存款利率，自 2022 年 9 月以来已
累计下调 5次。 业内人士测算，调整后
活期存款利率将下降约 0.05 个百分
点，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将下降 0.1个
至 0.2个百分点。

曾刚认为，近期中国人民银行推
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利于完善市场
化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利率传导
将更为顺畅，有助于提高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报价质量，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质效将进一步提升。 ⑩1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张千千）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3 日 电
突破 1000 亿件！ 比 2023 年提前
71 天！“小包裹”跑出“加速度”。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 8 月 13 日， 今年我国快递
业务量已突破 1000 亿件。 这意
味全国人均收到快递 71.43 个，
每一秒钟有 5144 件快递、 每一
天有 4.4 亿件快递在神州大地上
流动着。

快递物流是反映经济活力
的“风向标”，是经济发展的“晴
雨表”。

“小包裹”跑起来，既有量的
增长，更有质的提升。 数据显示，
快递业最高日业务量超 5.8 亿
件， 月均业务量超 130 亿件，月
均业务收入超 1000 亿元， 均创
历史新高。

“小包裹”走得更快了。
新疆喀什的樱桃、浙江金华

的葡萄、 广东阳江的菠萝蜜、宁
夏中卫的硒砂瓜……入夏以来，
全国各地的时令水果，不少实现
“隔日达”。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 ，
“小包裹”优化包装，加大冷链运
输，推动原产地与消费市场高效
衔接，让更多农特产品更新鲜地
走进千家万户。

更快的背后，是我国物流网
络越来越密了。

快递业着力构建“枢纽+通
道+网络” 的现代寄递服务网络
体系。 目前，我国快递网点基本
实现乡镇全覆盖，建制村快递服
务覆盖率超 95%。 截至 2023 年

底，全国拥有快递服务营业网点
23.4 万处，快递服务网路 22.8 万
条，打通万千串联城乡、抵达阡
陌的“毛细血管”。

更快的背后，是我国快递企
业不断创新。

数据显示，国内快递专用货
机达 188 架， 快递服务汽车 27
万辆。“小包裹”插上数字化和智
能化触角，助力物流配送的“最
后一公里”。

通过二维码选购物资，10 分
钟左右，无人机就能将物资投放
在指定地点，快递“从天而降”在
一些城市已成为现实。

无人快递车已经上路，在收
转运派等环节，大幅度缩减末端
派送时长。“寄”“递”之间，人们
向“快递自由”更进一步。

“小包裹”增速，藏着“大经
济”。

链接千城百业、联系千家万
户、 连通线上线下，“小包裹”折
射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十年稳居
世界第一。 2023 年，中国人均快
件使用量 93.7 件，快递支撑网络
零售额 13 万亿元。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寄递网
络建设， 围绕城市群建设优化寄
递枢纽布局， 持续推进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 完善国际寄递服
务网络。 持续深化产业协同，推动
服务链条与先进制造业相融合，
让快递“小包裹”推动经济“大发
展”。 ⑩1（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