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4年7月1日 星期一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文瑾 校对 / 娟妮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7A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潘洁 韩佳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6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49.5%，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均为 50.5%，
分别比上月下降0.6和0.5个百分点。从产出看，
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扩张，但持续回升向好基础仍
需巩固。

“从分项指数变化来看，生产端稳中有增，新
动能加快增长，微观主体活力有所改善，原料成
本压力短期回落，经济运行整体稳定。但市场需
求不足问题需进一步重视。”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专家文韬说。

企业生产保持扩张，制造业市场需求仍显不
足——

6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继续保持扩张，
生产指数为50.6%，虽较上月小幅下降0.2个百分
点，仍高于临界点。从行业看，金属制品、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均高于 55.0%，
相关行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

受基础原材料市场需求收缩影响，6月新订
单指数为 49.5%，较上月小幅下降 0.1 个百分点；
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3%，与上月持平。

“从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变化幅度
来看，当前整体市场需求波动较小，但从指数水平
和企业反馈来看，市场需求持续处于偏弱状态。”文
韬说，企业调查显示，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制造业
企业比重为62.4%，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表明
制造业企业对市场需求偏弱的感受强烈。

新动能加快增长，微观主体活力有所改
善——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2.3%，比上月
上升1.6个百分点，连续8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装备制造业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
点，连续4个月保持扩张，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持
续推进，新质生产力继续发展壮大。

大型企业稳定运行，中小企业回稳向好，微
观主体活力有所改善。6月份，大型企业PMI为
50.1%，连续14个月保持在50%及以上；中型企业
PMI为49.8%，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为47.4%，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原料成本压力短期回落。6月份，在经历了
连续2个月较快上升后，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增速
明显放缓，购进价格指数为51.7%，较上月下降5.2
个百分点。

文韬说，总结1至6月制造业PMI走势，今年
上半年我国经济整体保持稳定恢复主基调，1至6
月制造业PMI均值为49.8%，较2023年下半年均
值上升0.3个百分点。各月指数虽有所波动，但是
生产保持稳中有增、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大型企
业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朗。

此外，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也持续乐观，6
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4%，较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持续运行在54%及以上。

从非制造业情况看，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0.5%，比上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高于
临界点，非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

服务业景气水平小幅回落。服务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从行
业看，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
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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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继续低位运行，景气水平偏低。

建筑业扩张有所放缓。近期南方多地出现
持续强降雨，建筑业施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建
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上月下降2.1个百
分点。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4.7%，表明多数建筑业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保持
乐观。

“6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
下降0.5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表明我国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但扩张步伐有所
放缓。”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
赵庆河说。

六部门联合对外发布《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
设备更新实施方案》，部署8方面行动；财政部等
部门联合出台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
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近段时间，一系列
稳经济政策持续加力、靠前发力。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落地落细，相关政
策效能将进一步释放，持续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记者6月30日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建设现场指挥部获悉，经多方评估，该发射
场已具备执行发射能力。

据介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
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从2022年7月开工建设，
到加注供气、变电站、火箭厂房、双发射工位
等项目相继建成，用时726天。在建设高峰
期，共有50多支队伍2000余人同时参与施工。

当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进行了火
箭发射模拟合练。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号
发射工位进行喷水试验时，地面导流锥和
发射台瞬间向四周喷射大量水花，展现出
良好的降温降噪功能。二号发射工位模拟
火箭“起竖”，200多吨的起竖架在两台液压
缸的推动下平稳上升，15分钟后成功达到
垂直姿态。此外，工作人员还开展了发射

阶段的测发控口令演练。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天梁表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今年
下半年将迎来首次火箭发射任务，正式实
现商业化运营。未来，该发射场还将继续
建设多个新的发射工位，并有望承接国内
外火箭、卫星等发射业务，加速我国商业航
天技术发展步伐。 新华社电

新华社拉萨6月30日电（记者刘洪明
格桑边觉）6月30日，西藏拉萨市曲水县茶
巴拉服务区至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联乡大竹
卡村公路竣工，标志着全长245公里的拉萨
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往返
于两市间的驾车时长较之前走国道318线

缩短至3小时左右。至此，西藏高等级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1196公里。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
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由拉萨至贡嘎机
场专用公路、拉萨曲水县茶巴拉服务区至
日喀则机场段、日喀则机场至日喀则市段

一级公路等路段组成。当天通车的为
G4218 雅安至叶城国家高速公路的一部
分，是“十三五”西藏公路交通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双向四车道。

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项目与拉萨
至日喀则铁路、国道318线并行，线路跨越
雅鲁藏布江，穿越高海拔、高寒、高地震烈
度的峡谷地区，建设难度较大。建设单位
在施工过程中推行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
管理，大力应用先进技术、设备和工艺，开
展了《西藏地区耐候工字钢现浇桥面板组
合梁桥建设关键技术研究》等科研课题，有
力保障了质量安全、生态保护和工程进度。

“小时候路不好走，大部分都是土路。
十几岁时坐了一辆东风牌卡车第一次去拉
萨，一天半才到。村里人去拉萨很费劲，有
些人好几年去不了一次。”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联乡40岁的加布望着家门口的公路说，

“家里收入主要靠种田和务工，这条路开通
后，外出务工更方便了。”

据了解，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的
建成通车有力提升了我国高海拔、高寒地
区高等级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了
以拉萨市为中心的“五城三小时经济圈”综
合立体交通网络进一步形成，对巩固国防
边防、优化路网结构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7月1日，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医药企业可以开始
提交申报材料。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目录？今年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有哪些重点？《2024年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方案》中，能找到“答案”。

——纳新药、降药价，更多新药、好药
有望进医保。

工作方案明确，目录外5类药品可以申
报参加2024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儿童用
药、罕见病用药、适应证或功能主治发生重
大变化的药品等。

今年的申报条件也进行了小幅调整，
按规则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证的时间要
求进行了顺延，2019年1月1日以后获批上
市或修改适应证的药品可以提出申报。这
意味着，更多新药将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

经过此前的6轮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已累计新增纳入744个药品，包括通过谈
判新增的446个药品，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
新上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覆盖目录31个

治疗领域。
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式为企业

申报制，申报范围主要聚焦5年内新上市药
品。在此影响下，5年内新上市药品在当年
新增品种中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32%提高
至2023年的97.6%。以2023年为例，共有57
个品种实现“当年获批、当年纳入目录”。

除了申报环节，后续的评审、测算、谈
判等流程也对创新药给予“倾斜”。如在评
审测算环节，将创新性作为重要指标，提升
创新药的竞争优势。

——调“老药”、腾空间，引导药品目录
“提档升级”。

经过多次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
经累计调出395个疗效不确切、易滥用、临
床被淘汰或者即将退市的药品。

今年的工作方案对调出品种范围进行
明确，将近3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
的常规目录药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
市场供应的谈判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情
形，以帮助强化供应保障管理。

“吐故纳新”，更多新药、好药将进入医
保药品目录。

——更科学、更规范，药品目录调整将
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专家监督
管理，明确专家参与规则和遴选标准条件，
加强对参与专家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提高
评审测算的科学性、规范性。

据介绍，近年来专家评审规则已趋于
稳定，主要采取专家讨论和个人评分同时
进行的方式，争取传达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今年8月至9月为专家评审阶段。根据
企业申报情况，药学、临床、药物经济学、医
保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将联合评审，形成拟直
接调入、拟谈判或竞价调入、拟直接调出等
药品建议名单，同时将对拟谈判或竞价药品
的规格、医保支付范围等进行论证确定。

在谈判环节，医保谈判专家将分组与
医药企业就药品支付标准进行“面对面”谈
判磋商，并根据谈判结果决定药品能否进
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截至2023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约 13.34 亿人。一轮轮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正切实帮助参保人用上更多好药，
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新华社电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解读6月份PMI数据

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已具备执行发射能力

西藏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全线建成通车西藏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全线建成通车

事关13.34亿参保人！2024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7月1日启动

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景观拉萨至日喀则高等级公路景观（（无无
人机照片人机照片，，66月月2727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旦增尼玛曲珠 摄摄

记者 6 月 30 日从教育部获悉，暑期教
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将于7月1日
开 通 ，号 码 为 010—66097980、010—
66096590，受理时间持续至9月15日，每天
8：00—20：0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
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
助。

据介绍，教育部热线电话全面受理各

类国家资助政策咨询与问题投诉。此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门所属高
校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其中省级热线电
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
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
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中央部门所属高
校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
款、绿色通道、校内奖助学金等有关的咨

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
地选择拨打。

暑期将至，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
警惕网络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
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
回复、不接听、不理睬、不转账”，解决经济
困难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
和学校求教求助。 新华社电

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7月1日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