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PMI28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线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受元旦春节及季节性因素影响，

中国

1

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28

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官

方非制造业

PMI

也创出一年新低，整

体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昨日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

1

月官方

PMI

降至

49.8

， 跌破

50

的荣枯分界

线，为

2012

年

9

月以来低点，同日公

布的

1

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也降至一年低位

53.7

。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指出， 从采购经理指数

历史数据看，春节前后

PMI

走势会出

现一些波动，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

1

月制造业

PMI

弱于往年同期，制造业

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但非制造业尤其

是服务业相关活动指数处于扩张状

态，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对于

1

月份

PMI

下降的原因，中

国物流信息中心特约分析师张立群则指

出，由于

1

月是衔接上年年度目标与本年

目标的一个临界点，而且受春节因素影响

明显，因此历年

1

月

PMI

指数大多呈现下

行趋势。 考虑这一因素，

1

月

PMI

指数变

化实际预示的经济下行幅度不大。

“尽管

PMI

有所回落，但生产与市

场需求有关的指数仍总体稳定， 与此同

时，中小型企业

PMI

出现了一些积极变

化。 ”赵庆河说。

数据显示，

1

月制造业生产指数和

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1.7%

和

50.2%

，虽然

环比小幅回落，仍位于荣枯线之上，表明

生产和订单继续保持增长。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9.9%

和

46.4%

，比上月回升

1.2

和

0.9

个百分点，收缩幅度均有不同

程度收窄。

昨日公布的

1

月非制造业

PMI

数据

则不乏亮点。 数据显示，出口订单指数环

比上升，且高于同期均值和历史均值。 特

别是从业人员指数反季节回升，显示出非

制造业在总体经济中发挥着稳定器作用。

今年一号文件首提农垦体制改革

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

三农。业内人士认为，该文件可以说是

下一步农业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预计农业新一轮改革浪潮即将来临。

昨日全文发布的 《关于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的一号文件指出，要围绕建设现

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创新

农产品流通方式， 加快供销合作社和

农垦改革发展。

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

农业研究人士认为，今年一号文件可

以说是下一步农业农村改革的纲领

性文件。

《意见》指出，做强农业，必须尽快

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

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注重

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

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

农业发展道路。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

洪远认为，如果仅从养殖业环节来看，

农业的效益是不高的，但如果把生产、

加工、销售连起来，延长产业链、扩充

价值链，就可以提高效益，这可以称为

“第六产业”，“

1+2+3

”等于

6

，“

1×2×3

”也

等于

6

。

《意见》 还要求创新农产品流通方

式。 加快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转型升

级， 着力加强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健

全交易制度。 完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

网络，加大重要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建

设力度。 加强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加

快构建跨区域冷链物流体系。 支持电

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

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

《意见》指出，要加快供销合作社

和农垦改革发展， 全面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 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全

国性为“三农”提供综合服务的骨干力

量。 抓紧制定供销合作社条例。 加快研

究出台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政策措

施，深化农场企业化、垦区集团化、股

权多元化改革。 明晰农垦国有资产权

属关系， 建立符合农垦特点的国有资

产监管体制。

对此，安信证券认为，一号文件以深

化农业改革和完善农村法制建设作为解

决三农问题的实现手段， 强调加快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进农村金融体制

改革，首次提到农垦体制改革，预计农业

新一轮改革浪潮即将来临。

中央一带一路会议提海陆建设方向

据新华社电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昨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 学习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的指示批示要求，安排部署

2015

年及

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

张高丽强调，“一带一路” 建设是

一项宏大系统工程，要突出重点、远近

结合，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确保“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要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与沿线

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要把握重

点方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

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

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依托

重点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

效的运输大通道。 要强化规划引领，

把长期目标任务和近期工作结合起

来，加强对工作的具体指导。 要抓好

重点项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

口，发挥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

性作用和示范效应。 要畅通投资贸易，

着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营造区域

内良好营商环境，抓好境外合作园区建

设，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发展新

格局。 要拓宽金融合作，加快构建强有

力的投融资渠道支撑，强化“一带一路”

建设的资金保障。 要促进人文交流，传

承和弘扬古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夯

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要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法律法规，履行

社会责任，共同建设绿色、和谐、共赢的

“一带一路”。 要加强沟通磋商，充分发

挥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平

台的作用，扩大利益契合点，谋求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携手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张高丽最后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加强组织

指导，统筹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地方、部

门和市场主体的主动性， 充分发挥沿线

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形成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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