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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進出口增6.2% 外貿穩中向好
專家料後續外需或放緩 宏觀政策有必要進一步擴內需促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7日發布最

新外貿成績單，今年前7個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

24.8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6.2%，增速較上半

年加快0.1個百分點，進出口規模續創歷史同期新高。專家表

示，今年以來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保持增長，機電產品、高新

技術產品出口加速，凸顯「中國智造」優勢。預計後續外需或

有放緩跡象，可能拖累出口增速，宏觀政策有必要進一步擴內

需促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
戶端消息，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
邊緣的一口超深鑽井完成鑽探任
務，其間，最快一天向地下鑽進
了2,006米，創造了中國陸上超
深井鑽探的日進尺紀錄，標誌着
中國超深井鑽井提速技術上取得
了新突破。
這次刷新紀錄的塔里木油田哈
13–H9井，位於新疆沙雅縣境
內，鑽探井深達7,341米。

這是塔里木油田10天內兩次刷
新單日進尺最高紀錄。此前，塔
里木油田鑽探的英西2井以單日
進尺1,908米的成績，僅用7天就
鑽到3,118米。
今年以來，塔里木油田通過全
面推進鑽井提速加快塔里木盆地
超深層油氣勘探開發，鑽井周期
下降20%以上，多次打破中國超
深井鑽井紀錄，全面加快了超深
油氣資源變現步伐。

霍尼韋爾（Honeywell）智

能工業科技集團副總裁兼中

國總經理柴小舟近日在接受

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指出，智

能製造是未來製造業的核心趨勢，當前中

國已成為全球領先的智能製造市場。隨着

中國大力推動製造業向智能化轉型升級，

這一趨勢將為廣大企業創造更多發展機

遇。

霍尼韋爾是一家全球性的高科技企業，公

司業務圍繞自動化、未來航空和能源轉型三

大發展趨勢，在世界範圍內為多個行業提供

廣泛的技術和服務

今年年初，霍尼韋爾對業務板塊進行調

整，自動化成為公司重點聚焦的業務方向之

一。柴小舟指出，此次公司業務板塊調整的

背後，主要是為了更加貼合中國未來製造業

市場的發展趨勢。

服務領域主要聚焦在工業自動化等板塊
他強調，中國作為全球第一的製造業大

國，憑藉着強大的製造業基礎與創新能力，

已成為全球領先的智能製造市場。與此同

時，中國正在大力推動製造業向智能化轉型

升級，將為廣大企業創造更多的市場發展機

遇。

「目前，霍尼韋爾智能工業科技集團已經

成為霍尼韋爾在中國體量最大的業務之一，

具體的服務領域主要聚焦在工業自動化、可

持續發展等板塊。」柴小舟說。

智能製造如今已廣泛滲透至各個行業領

域，據柴小舟介紹，在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

過程中，集團為包括流程工業以及離散工業

在內的行業提供領先的自動化控制系統、自

動識別設備及軟件、定製傳感器等綜合解決

方案。這些綜合解決方案既讓企業有機會從

中發展自身技術優勢，同時也助力了中國製

造業智能化的轉型升級。

特別關注新能源等領域發展機會
2003年，霍尼韋爾將亞太總部遷至中國上

海，通過立足本地的產品開發和創新來滿足

中國市場需求。

柴小舟認為，過去跨國企業主要將國外先

進技術引入中國，但現在隨着中國產業的崛

起，本土需求日益增多，有些甚至是國外尚

未出現的新需求。因此，霍尼韋爾很早就在

中國建立自己的研發隊伍，與本土頭部客戶

緊密合作，共同創新產品和服務方案，以適

應中國市場需求。

中國是霍尼韋爾重要的戰略市場之一。

談及未來集團在華發展計劃，柴小舟直

言，中國市場發展機遇多，沒有理由不持

續深耕。

他指出，集團未來的發展計劃將緊跟中國

市場發展的步伐，特別關注新能源、造船、

半導體以及氫能等領域的發展機會。與此同

時，他也注意到，近年來中國政府在這些領

域不斷加碼出台相關政策。為此，霍尼韋爾

也將加大在這些領域的投入，配合中國企業

發展相關技術和整體解決方案。

中國貿促會近期公布的一項報告顯示，二

季度超四成受訪外資企業認為中國市場吸引

力上升，其中美資企業在所有外資企業中最

為看好中國市場。

談及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柴小舟強

調，近年來，外資在中國的營商環境在不斷

改善，同時，中國市場的規模、韌性和創新

活力等優勢也為跨國企業在華發展提供了堅

實的市場依託。這些都為未來霍尼韋爾繼續

加大在華的投入增添更多信心。

◆中新社

霍尼韋爾：中國智能製造市場已全球領先
特稿特稿

單日進尺2006米！
中國陸上超深井鑽探速度創新紀錄

◆◆這次刷新紀錄的塔里木油田哈這次刷新紀錄的塔里木油田哈1313-H-H99井井，，位於新疆沙雅縣境內位於新疆沙雅縣境內，，鑽鑽
探井深達探井深達77,,341341米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
平穩、穩中有進，外貿保持穩中向好態勢。前7個月進出口規模創

歷史同期新高，7月當月進出口同比、環比均增長，同比增速連續4個月
保持在5%以上。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繼續高增
海關數據顯示，7月當月進出口總值3.68萬億元，同比增長6.5%，比6

月加快0.7個百分點。 其中，出口同比增速回落4.2個百分點至6.5%，進
口同比增速轉正至6.5%，高於前值7.1個百分點。當月實現貿易順差
6,019.0億元，減少1,018.3億元。
從1-7月看，民營企業進出口13.67萬億元，同比增長10.9%，佔外貿總

值的55.1%，比去年同期提升2.3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和國有企業的
進出口總值亦均實現正增長，分別增長1%和0.9%。上半年有進出口實績
的外貿主體增加至58.6萬家，同比增長8.7%，增加4.7萬家，企業活力得
到進一步釋放。
從出口產品類別看，「中國智造」優勢凸顯。前7個月，手機、家電、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合計出口1.3萬億元，增長6.1%；風力發電機組、船
舶、汽車出口增速較快，分別增長86.3%、84.4%、20.7%。
「廣大外貿經營主體積極適應市場需求，深化產品創新迭代、優化升
級，加上海外需求改善，推動消費電子產品等出口呈現連續增長態
勢。」呂大良引述數據稱，截至今年7月，家電出口已連續17個月同比
增長，手機、電腦月度出口值也實現連續增長。
從7月單月看，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繼續高增，分別加快至
10.4%和12.1%，高於出口總體增速。其中，手機、液晶平板顯示模組、
集成電路出口同比增長5.7%、18.6%、28.7%，增速均加快。

對東盟歐盟美韓進出口增長
儘管中國汽車最大出口地——歐盟自7月5日起對來自中國進口的電動
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7月汽車出口卻不降反升，顯示歐盟制裁對中國
汽車出口整體形勢短期內衝擊不大。據海關統計，7月汽車出口55.3萬
輛，環比增長12.9%，同比增長25.7%，較上月加快6.2個百分點；汽車
出口額同比增長13.8%，也較上月加快1.2個百分點。
從貿易夥伴看，前7個月，中國與前四大貿易夥伴東盟、歐盟、美國和
韓國的進出口總值均實現同比增長，同比分別增長10.5%、0.4%、4.1%
和8%。同期，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11.72萬億元，
同比增長7.1%。
另外，進口方面，隨着國內生產持續改善帶動相關產品進口加速，前7

個月進口規模穩中有增，其中，能源產品進口量增加5.4%，平板顯示模
組、電子元件等進口分別增長19.8%和13.1%，專用裝備、高端裝備進口
分別增長23.3%、6.8%。
呂大良表示，當前國內生產穩定增長，需求持續恢復，經濟運行總體
平穩、結構不斷優化，帶動主要能礦產品、關鍵零部件、重要設備以及
消費品進口穩步增長。中國持續以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世界提供更大
市場空間和更多發展機遇。
專家分析指出，今年前7月中國出口保持快速增長，機電產品、高新技
術產品出口加速，對東盟及歐美出口回升保持韌性。7月出口增速有所放
緩，主要原因可能是海外經濟出現放緩跡象，主要經濟體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均回落；加之受自然災害、地緣衝突等影響下，全球供應鏈
壓力連續兩個月回升，可能延緩全球貨物貿易復甦的速度，未來外需有放
緩跡象。後續出口增速放緩，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加碼擴內需、促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在美元指數下跌疊加全球金融資產
總體上漲的共同作用下，推動7月中國
外匯儲備規模明顯上升。國家外匯管理
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7月末，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2,564億美元，較
6月末上升340億美元，升幅為1.06%，
為今年以來最大升幅。
國家外匯管理局解讀數據稱，7月受

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數據、貨幣政策及
預期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下跌，全球
金融資產價格總體上漲。匯率折算和資

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當月外匯
儲備規模上升。

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穩定
外匯專家趙慶明表示，7月外匯儲備
餘額環比增加，主要來自匯率折算與資
產價格兩方面的貢獻。7月美元指數下
跌，主要非美元貨幣均有不同程度升
值，外匯儲備中的日圓、歐元等資產折
算成美元後會出現賬面浮盈。資產價格
方面，7月全球債券價格和主要國家的
股票價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漲，對中國外

匯儲備資產也必然帶來正
向貢獻。
7月中旬以來，受美聯

儲降息預期升溫的帶動，
美債收益率和美元指數回
落，當月美元指數下跌
1.7%，非美元貨幣總體升
值，其中日圓對美元漲超
6.7%，歐元升值約 1%；
同時，美債價格走高，全
球股市整體上漲，以美元
標價的已對沖全球債券指
數上漲1.9%，標普500股
票指數上漲1.1%。
展望未來，國家外匯局
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

平穩、穩中有進，延續回升向好態勢，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繼續保持基本穩定。
「未來幾個月內，外匯儲備規模或保

持溫和回升態勢。」招商證券研發中心
負責人謝亞軒分析認為，從匯率角度
看，當前市場對美聯儲降息預期提升，
美元指數仍有回落空間，將對外儲構成
支撐；從資產價格角度看，後續美股波
動或加大，但美聯儲降息預期將推動美
債上漲，會弱化資產價格因素對外儲的
拖累。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
溫彬則強調，政策層面對新質生產力的
支持將打造更多出口增長點，跨境電
商、離岸貿易等外貿新業態持續湧現，
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經貿合作日益
加深，在多重有利因素支持下，出口有
基礎保持中高速增長，繼續在穩定跨境
資金流動方面發揮基本盤作用，有利於
國際收支保持整體平衡，為外匯儲備規
模基本穩定打下堅實基礎。
人民銀行同日發布數據顯示，截至7

月末，中國央行黃金儲備報7,280萬盎
司，連續三個月持平。趙慶明認為，當
前黃金價格處於歷史高位，央行連續三
個月沒有增持黃金儲備在意料之中，有
利於控制購買黃金的成本。後續央行或
根據黃金價格調整，擇機適度增配。

◆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7月末，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2,564億美元，較6月末上升340億
美元，升幅為1.06%，為今年以來最大升幅。 資料圖片

7月外儲增340億美元 今年最大升幅

◆今年前7個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24.8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2%。圖為江蘇省太倉港國際貨櫃碼頭，一批新能源汽車
即將通過專用框架運輸方式出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