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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制造业PMI重返扩张区间
服务业景气回升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我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

间：9月30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9 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2%，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

这是 4 月份以来首次升至扩张

区间。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1 个行业 PMI 位于临界点以上，比

上月增加两个，制造业景气面有所

扩大。

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认为，“9 月制造业 PMI 指数

连续第4个月反弹，时隔5个月后重

新站上荣枯平衡线，其背后的主要

原因是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

确‘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

大内需’后，包括央行降息降准、专

项债发行提速、房地产行业系列支

持政策及其他促消费稳投资措施陆

续出台，带动制造业供需两端持续

回升，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另外，此前该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收

缩区间，环比基数低，也是推动9月

制造业PMI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的

一个原因。”

有业界专家还表示 ，随着政

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市场主体信

心 持 续 恢 复 ，9 月 经 济 有 望 继 续

反弹。

各重点行业PMI均有回升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

级统计师赵庆河介绍，首先，产需两端

继续改善。随着市场需求逐步恢复，

制造业生产活动持续加快，生产指数

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7%和50.5%，

比上月上升0.8和0.3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

生 产 指 数 和 新 订 单 指 数 均 高 于

53.0%，相关行业产需较快释放。为

满足生产需要，企业加大采购力度，

采购量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0.2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保持扩张。

其次，大型企业扩张加快。大

型企业 PMI 为 51.6%，比上月上升

0.8个百分点，为近6个月高点，大型

企业景气水平继续上升；中型企业

PMI 为 49.6%，与上月持平；小型企

业 PMI 为 48.0%，比上月上升 0.3 个

百分点，景气水平连续3个月回升。

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型企业产

能利用率超过八成的企业占比升至

年内高点，产能释放有所加快。

最后，各重点行业 PMI 均有回

升。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

消 费 品 行 业 PMI 分 别 为 50.6% 、

50.1%和 51.3%，比上月上升 0.6、0.7

和 0.3 个百分点，均位于扩张区间。

高耗能行业PMI为49.7%，尽管低于

临界点，但高于上月 0.6 个百分点，

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此外，预期指数保持稳定。官

方数据显示，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

数为 55.5%，与上月基本持平，持续

位于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市场预

期总体保持乐观。

从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汽

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 60.0%

以上高位景气区间，企业对行业发

展信心较强。

赵庆河还表示，“调查结果显

示，本月反映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

成本高和资金紧张的制造业企业占

比均比上月有所上升，制造业恢复

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下一步，需

着力推动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态势。”

展望未来制造业PMI走势，王青

认为，“考虑到稳增长政策效应会进

一步显现，预计10 月制造业PMI将

升至50.6%，并有望在年底前延续扩

张态势——历史规律也显示，制造业

PMI指数运行具有较强惯性，即一旦

升至扩张区间，往往会持续下去。”

助力中欧班列质效提升

沙坪坝区作为中欧班列

的首发站，税务部门在实践

中不断强化其区位职责，抽

调骨干人员，主动上门了解

企业涉税诉求，并建立定期

联席会议制度，面对涉税难

题，税企还开展分析研讨，共

同寻求解决之道。

如今，沙坪坝区税务局

已建成“一带一路”西部大通

道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密

切 关 注 国 际 物 流 业 税 收 政

策，优化发挥税收大数据联

通上下游企业功能，精准发

力服务中欧班列相关物流、

仓储、货物出口等企业，助力

中欧班列运转更畅通。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欧

班列年开行数量持续增长，从

开行之初的80列快速发展到

2022 年的 1.6 万列。今年以

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万

列，发送货物超100万标箱，同

比增长27%，量质齐升。

在此背景下，沙坪坝区税

务局的故事也并非个案，作为

税务部门服务中欧班列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10 年来，

110多个发出中欧班列城市的

税务部门，都在经历这样的探

索与创新。

在陕西，西安税务部门推

出了集成退税服务“新机制”，

通过简化出口退税流程，搭建

“云端”退税通道，推行备案单

证电子化，跑出退税“加速

度”。目前，该局办理正常退

税的平均时间已压缩至3个工

作日内。

此外，广西柳州税务部门

还倾力服务“柳州-莫斯科”

中欧班列新航线项目，针对

出口企业对外投资、税收抵

免、通关便利等需求，与海

关、出入境管理、铁路等部门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共享跨

境交易信息。

今年以来，陕西省税务

局、河南省税务局、重庆市税

务局、四川省税务局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共同签

署《陕豫渝川新“五心联动”

服务中欧班列税收合作框架

协议》，以提升企业的办税便

捷性体验，降低税企双方的

办税成本，共同促进税收服

务中欧班列质效提能升级。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员

介绍，目前，我国已与全球

112 个国家（地区）签署了避

免双重征税协议，基本覆盖

我国对外投资主要目的地及

大部分“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庞大的税收协议网络为

消除重复征税和解决跨境涉

税争议提供了强有力的税收

法律保障。

统 计 显 示 ，2013 年 —

2022 年，在持续推进相互协

商中，税收政策的签署也为

纳税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金

额约 303 亿元。

服务业景气回升

在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方

面，9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51.7%，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扩张力度有所增强。

一方面，服务业景气回升，服务

业扩张有所加快。

王青称，“9 月服务业 PMI 指数

为 50.9%，高于上月 0.4 个百分点，

显示作为本轮经济修复的主要拉

动力量，当月服务业景气水平也在

回升。”

从行业看，水上运输、邮政、电

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

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

服 务 等 行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位 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

增长较快。

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为 58.1%，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

分点，表明服务业企业对市场恢

复发展预期向好，其中铁路运输、

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

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位于 60.0%以上高位

景气区间，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

更为乐观。

王青认为，随着中秋、国庆“双

节”消费旺季到来，10月住宿、餐饮、

交通运输和景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

动指数将再度上行，服务业 PMI 还

有上升空间。

另一方面，建筑业扩张加快。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逐渐消退，

建筑业生产施工加快，商务活动指

数升至较高景气区间，为 56.2%，比

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

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为 61.8%，高于上月 1.5 个百分

点，继续位于高位景气区间，建筑业

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强。

据王青分析，“9 月建筑业商务

活动指数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是极端天气对建筑施工的影响全面

消退后，建筑业活动加快；二是稳增

长政策发力，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

资活跃度上升，抵消了房地产投资

下滑带来的影响，带动整体建筑业

商务活动指数走高。”

王青还指出，建筑业新订单指

数在连续4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9

月升至50%，表明后期建筑业高景气

水平会持续。

整体来看，王青表示，“9月制造

业 PMI 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

PMI 也在上扬，综合 PMI 产出指数

比上个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达到

52.0%，显示经济复苏势头连续两个

月全面走强，表明在经历二季度经

济复苏动能阶段性转弱后，三季度

经济运行回稳向上。”

跨境税收合作逐步深化
护航更多企业“走出去”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的第十年，共商共建共享的

原则深入人心。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标志性成果，中欧班列

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

机遇。10年来，一列列中欧班

列从110多个国内城市发出，

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16 个城

市，这畅通了中国与中亚、欧洲

经贸往来的交通大动脉。

“看似简单的一列货车，

因为行驶在国际运输通道上，

其中涉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免征增值税、出口退税甚

至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等多

项政策，由于班列新、政策多，

税务部门和企业也在不断探

索解决之道。”国家税务总局

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局相关

人士表示。

基于此，税务系统在政策

宣传、服务举措以及服务精准

性上不断提升，构建起集成

式、立体化的服务体系，全力

助力中欧班列“连点成线”“织

线成网”。

化解企业涉税风险

乘着中欧班列的便利，西

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以下简

称“爱菊集团”）2015年首次走

出国门谋求发展，赴哈萨克斯

坦投资、建园区，开展粮食进

口业务。

目前，爱菊集团已在哈萨

克斯坦建成年产30 万吨的油

料加工厂，还与当地签订 150

万亩“订单农业”协议，累计收

购油料、小麦等近40万吨，直

接和间接带动当地就业 1000

多人。密集开行的中欧班列，

将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生

产的优质小麦运回国内，把哈

萨克斯坦急需的工业和生活

用品从中国运过去。

爱菊集团财务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为保障爱菊集团在

哈萨克斯坦顺利经营，西安市

港务区税务局人员还上门为

企业讲解中哈两国税收政策，

并全程提供涉税专题应对方

案，这极大解决了企业跨境涉

税问题。

“在税务人员的帮助下，

目前我们在哈萨克斯坦享受

到了最惠国待遇。”爱菊集团

财务部有关负责人说。

搭乘中欧班列快车“走出

去”，企业出口跨境电商业务

也风生水起，目前，在中欧班

列沿线国家波兰，电子商务迅

猛发展，这吸引了大量中国企

业进驻。

义乌市义通欧物流有限

公司在波兰设置了代理机构，

公司负责人林辉寰表示，前期

有客户反馈，由于缺少《中国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他们在

波兰的线上店铺可能面临限

制销售、关店的风险。

了解这一消息后，义乌税

务部门立即通过货代企业收

集有需求的电商企业，逐户联

系沟通，辅导其在线办理。截

至目前，义乌市菲戈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义乌市意欧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等13 家入驻波兰

电商平台的企业已完成《中国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开具，

这化解了企业的涉税风险。

爱菊集团和义乌企业依

托中欧班列“走出去”的亲身

经历，也侧面展现出税务部门

多年来致力于深化“走出去”

服务和加强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税收合作的丰

硕成果。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员

表示，2015 年，国家税务总局

成立境外税务服务职能部门，

专职负责中国“走出去”企业

对外投资税收的服务与管理

工作。之后的2017年，国家税

务总局正式加入中央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并进一步提出落实协议、优化

服务、信息研究、强化合作四

方面8项重点举措，这为深化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提

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路炳阳 北京报道

为期 12 天的 2023 年铁路国庆

黄金周运输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

送 旅 客 1.95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70.83%，创下历史最高值。如若以

疫情前2019年铁路国庆黄金周发送

旅客 1.38 亿人次对比，今年旅客发

送量增长41.30%。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

10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上述信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国铁

集团的时间统计范围，2023 年铁路

国庆黄金周是时间最长的，达到了

12天，而2019年和2022年分别为10

天和11天。

铁路黄金周发送旅客1.95亿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四成

铁路客流屡破纪录

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国铁路实行

高峰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7

万列，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2.8%，其

中9月29日开行旅客列车1.26万列，

发送旅客2009.8万人次，是历史上首

次单日突破2000万人次。

同时，12306网站在国庆黄金周

期间单日售票量屡创新高。今年暑

运期间，12306单日售票量最高曾达

1910 万张；一个月后的 9 月 17 日，

12306网站售票量达到2095万张，再

破纪录；9月22日达到2695.2万张。

其中9月13日至24日12天，累计发

售车票2.35亿张。国庆黄金周火车

票售票高峰期间，12306系统访问量

日均达到514.4亿次。

货运方面，假期期间国家铁路

累计发送货物 1.35 亿吨，其中发送

电煤4751万吨，全国371家铁路直供

电厂存煤可耗天数平均保持在33天

以上。国家铁路累计发送粮食 346

万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

列分别发送货物 6.4 万、2.6 万标准

箱，同比分别增长 11.1%、14.7%，中

老铁路发送跨境货物 11.1 万吨，同

比增长6.7%。

当前铁路客运增速节节提高。

2023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6亿人次，同比增长110.7%，较疫情

前 同 期（2019 年 前 8 个 月）增 长

3.67%。其中7月，全国铁路旅客单月

发送量首破4亿人次大关，达到4.06

亿人次，8月旅客发送量再上一层楼，

达 到 了 4.24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2.73%，累计客运量与单月客运量均

创历史最高水平（详见中国经营网9

月1日报道《铁路暑运客流8.3亿人次

创纪录 单日最高售票达1900万张》）。

旅游消费集中释放

民航方面，全国民航国庆黄金

周（8 天）累计运送旅客 1708.2 万人

次，日均运送旅客 213.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94.9%，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2.6%。

根据民航局的统计，国庆黄金

周期间，全国实际飞行航班13.43万

班，日均保障航班1.68万班，日均航

班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2.58%，同比

增长 109.46%；航班正常率 94.58%，

较 2019 年同期提高 1.65 个百分点，

同比下降3.38个百分点。

公路方面，交通运输部数据显

示，假期公路出行半径以500至800

公里中长距离为主。9月29日至10

月6日，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包

括营业性旅客运输人数和高速公

路、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出

行人数）累计约为 21.97 亿人次，日

均约 2.75 亿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19.3%，比2022年日均增长67.6%。

假期期间，全国发送旅客总量

累计4.58亿人次，日均发送5727.7万

人次，同比增长 57.1%，相比 2019 年

同期日均下滑34.2%。

公安部监管局数据显示，假期

期间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流

量持续高位运行，与去年相比分别

上升 53.4%、21.9%。滴滴出行数据

显示，今年假期打车需求相比去年

同期上涨80%，高峰时段每分钟呼叫

突破 18 万，异地出游需求同比去年

翻番。

文旅部发布的2023年国庆黄金

周旅游数据显示，中秋国庆节假期8

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 亿人次，

同比增长71.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534.3亿元，同比增长129.5%。出行

人次和收入都超过了疫情前，分别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1%和 1.5%，与

2022 年同期相比，两项数据分别是

去年同期的1.9倍和2.6倍。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假日

期间国内游客出游半径189.5公里，

按可比口径较去年假日增 59.6%，

携程数据则显示，假期跨省游订单

占比达 51%，同比去年增长 2 倍多；

长途游订单占比 39%，同比去年增

长超2倍。

多家在线旅游代理（OTA）平

台数据也显示出今年国庆黄金周

出行人数强势反弹。去哪儿平台

国内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较疫情

前增长2倍；同程平台上机票、火车

票、景区预订量均创下近 5 年同期

新高；携程平台上国内旅游订单同

比增长近2倍。

假期出入境方面，据国家移民

管理局数据，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国

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1181.8

万人次，日均 147.7 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长约2.9倍，较2019年同期低

15%，其中，入境 587 万人次，出境

594.8万人次。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5%，与上月基本持平，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市场预期总体保持乐观。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1.8%，高于上月1.5个百分点，继续位于高位景气区间，建筑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强。

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6亿人次，同比增长110.7%。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