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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开展“一月一链”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全国行活动

前11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和汽车

出口均呈两位数增长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上升

生产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2024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在北京召开

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连续四个月超50%

12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了 2024 年 11 月汽车工业产销情
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称，11月
汽车市场热度延续，以旧换新政策效
果继续显现，购车需求进一步释放。
当月，汽车产销环比同比继续实现双
增长，月度产销创历史新高。乘用车
市场表现持续走强，商用车市场表现
相对疲弱，新能源汽车继续较快增长，
起到较强支撑作用。

从整体来看，我国汽车产销实现
环比、同比双增长。11 月，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343.7万辆和331.6万辆，环
比分别增长 14.7%和 8.6%，同比分别
增长 11.1%和 11.7%。1—11 月，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2790.3 万辆和 2794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2.9%和 3.7%，汽车
产量增速较 1—10 月扩大 1.1 个百分
点，销量增速扩大1个百分点。

内销与出口实现同比双增长。11
月，汽车国内销量282.6万辆，环比增
长 12.5%，同比增长 13.6%；汽车出口
49 万辆，环比下降 9.5%，同比增长
1.6%。1—11月，汽车国内销量2259.5
万辆，同比增长0.3%；汽车出口534.5
万辆，同比增长21.2%。

细分市场：新能源汽车

增速更快价格更高

首先在乘用车方面，我国乘用车
月度产销首次均突破 300 万辆。11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10.9万辆和
300.1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4.9%和
9%，同比分别增长 14.9%和 15.2%。
1—11 月 ，乘 用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445.9 万辆和 2443.5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4.3%和5%。乘用车内销与出口
同比实现双增长。11月，乘用车国内
销量 258.2 万辆，环比增长 12.8%，同
比增长17.5%；乘用车出口41.9万辆，
环比下降9.9%，同比增长3.2%。中国
品牌乘用车销量占比较上月有所下
降。中国品牌乘用车11月销量205.1
万辆，同比增长 31.8%，销量占有率
68.3%，相较今年 10 月销售占有率的
70.1%略有下滑，但较去年同期上升
8.6个百分点。

各级别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增速均
明显好于传统燃料乘用车。1—11

月，在传统燃料乘用车中，各级别
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目前销
量仍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量
751.1 万辆，同比下降 14.4%。1—
11 月，在新能源乘用车中，各级别
销量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D级
涨幅最大。目前销量主要集中在A
级和B级，累计销量分别完成324.9
万辆和 362.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6%和79.2%。

新能源乘用车主流价格区间高
于传统燃料乘用车。1—11 月，在
传统燃料乘用车中，8~10万元、15~
20万元及40~50万元价格区间销量
同比呈正增长，其他价格区间销量
均呈负增长。目前销量仍主要集中
在 10~15 万元价格区间，累计销量
453.9万辆，同比下降14.5%。1—11
月，在新能源乘用车中，除40~50万
元价格区间销量同比下降外，其他
价格区间销量均呈正增长，其中50
万元以上价格区间涨幅最大。目前
销量仍主要集中在15~20万元价格
区间，累计销量296.6万辆，同比增
长18%。

相比之下，商用车市场表现相
对疲软。

11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2.7 万辆和 31.5 万辆，环比分别增
长 12.8% 和 5.6%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5.7%和 13.9%。1—11 月，商用车
产销分别完成344.4万辆和350.5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6.2%和4.4%。

新能源汽车市场，月度产销再

创历史新高。11 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156.6万辆和151.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45.8%和 47.4%，新能
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
的 45.6%。1—11 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1134.5 万辆和 1126.2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34.6%和 35.6%，新
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
销量的40.3%。

从销售去向来看，新能源汽车的
国内市场好于出口。11月，新能源汽
车国内销量 142.9 万辆，环比增长
9.7%，同比增长53.8%；新能源汽车出
口 8.3 万辆，环比下降 35.2%，同比下
降14.1%。1—11月，新能源汽车国内
销量1012.1万辆，同比增长40.3%；新
能源汽车出口 114.1 万辆，同比增长
4.5%。

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连续4
个月超50%。11月，新能源汽车国内
销量 142.9 万辆，同比增长 53.8%，占
汽车国内销量比例为 50.6%。1—11
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1012.1万辆，
同比增长 40.3%，占汽车国内销量比
例为44.8%。

汽车出口：7家前十

整车企业同比正增长

11 月，我国汽车出口 49 万辆，环
比下降9.5%，同比增长1.6%。分车型
看，乘用车出口 41.9 万辆，环比下降
9.9%，同比增长3.2%；商用车出口7.1

万辆，环比下降 7.3%，同比下降
6.6%。1—11月，汽车出口534.5万
辆，同比增长21.2%。分车型看，乘
用 车 出 口 45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1.5%；商用车出口82.6万辆，同比
增长19.3%。

具 体 看 出 口 汽 车 的 市 场 结
构，传统燃料汽车市场好于新能
源汽车。11 月，传统燃料汽车出
口 40.7 万辆，环比下降 1.6%，同
比增长5.6%；新能源汽车出口8.3
万辆，环比下降35.2%，同比下降
14.1%。1—11 月，传统燃料汽车
出 口 420.3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26.7%；新能源汽车出口 114.1 万
辆，同比增长 4.5%。插混汽车出
口增速远超纯电动汽车。11 月，
纯电动汽车出口5.8万辆，环比下
降 43.8%，同比下降 29.2%；插混
汽 车 出 口 2.5 万 辆 ， 环 比 增 长
1.9% ， 同 比 增 长 74.3% 。 1—11
月，纯电动汽车出口 89.4 万辆，
同比下降 10.8%；插混汽车出口
24.6万辆，同比增长1.8倍。

在整车出口量前十的企业中，7
家企业实现同比正增长。11月，整
车出口前十企业中，奇瑞出口量达
10.5万辆，同比增长10.5%，占总出
口量的 21.4%。与上年同期相比，
江苏悦达起亚出口增速最为显著，
出口达 1.7 万辆，同比增长 52.4%。
1—11月，在整车出口前十企业中，
从增速上来看，比亚迪出口36.3万
辆，同比增长68%；长安出口50.5万
辆，同比增长54.8%；北汽出口24.8
万辆，同比增长51.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
总署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俄
罗斯、墨西哥、阿联酋是我国汽车出
口量最多的3个国家和地区。新能
源汽车出口的前三大市场分别为比
利时、巴西和英国。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当前，我国
经济形势总体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好转，我国经
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持续在汽车等
行业释放，企业抢抓政策支持机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伴随政策累积
效应不断显现，各地及企业促销活
动持续发力，加之最后一月收尾冲
刺，预计12月汽车市场将会持续向
好，汽车产销全年将继续保持在
3000万辆以上规模。

本报记者 姬晓婷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12
月10日，记者从中国中小企业协
会获悉，今年 11 月，中小企业发
展指数为 89.2，较 10 月上升 0.2
点，连续两个月上升。

从 11 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
数来看，当前中小企业运行呈现
以下主要特点：

发展预期向好。11月份，反
映企业预期的宏观经济感受指数
为98.9，较上月上升0.1点，连续两
个月上升。其中，宏观形势感受指
数为103.6，比上月上升0.2点，行
业形势感受指数为94.2，比上月上
升0.1点。信心预期持续提振。

市场需求稳步向好。11 月
份，市场指数为81.2，较上月上升
0.3点，连续3个月上升。信心预
期提升与市场需求回暖相互促
进。在所调查的8个行业中，4个
行业市场指数上升。其中，工业、
信息传输软件业市场指数大幅上
升，较上月分别上升 0.8 点和 0.6
点。4 个行业国内订单指数上
升、7个行业销售量指数上升。

资金状况有所好转。11 月
份，资金指数为 100.6，较上月上
升0.1点。其中，流动资金继续改
善，应收账款周转变快，但融资状
况有所收紧。11月份，流动资金
指数为 85.1，较上月上升 0.1 点，
融资指数为90.0点，较上月下降
0.3点。在所调查的8个行业中，
6个行业流动资金指数上升，5个

行业应收账款回款速度加快，5
个行业融资指数下降。

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11
月份，成本指数为 111.9，较上月
下降 0.3 点。所调查的 8 个行业
成本指数全面下降，住宿餐饮业、
批发零售业、建筑业成本指数下
降幅度较大，分别较上月下降0.9
点、0.5点和0.5点。其中，6个行
业生产成本指数下降，4 个行业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下降，5 个
行业人力成本指数下降。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11 月
份，效益指数为74.0，较上月上升
0.5点。在所调查的8个行业中，
7 个行业效益指数上升。其中，
工业、信息传输软件业上升幅度
较大，较上月各上升0.7点，房地
产业较上月下降0.3点。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和
增量政策持续协同发力，各方面
积极因素不断累积，经济运行稳
中有进，进度加快。中小企业信
心预期继续向好，市场需求明显
回升，生产经营活动加速活跃，景
气水平稳步改善，实现经济稳增
长和全年目标任务的有利条件进
一步巩固。下一步，要继续锚定
扩大需求和振兴消费，加速经济
循环，做好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
的接续安排，助力企业拓市场稳
订单，为中小企业创造可持续的
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促进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决策部
署，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
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一月一链”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全
国行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推动加快构建中小企业融资
促进良好生态，助力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

《通知》指出，“一月一链”中小
企业融资促进全国行活动（以下简
称“全国行活动”）以“一月一链 益
企畅融”为主题，围绕制造业重点产
业链上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
发挥“股、贷、保、担”综合融资手段
作用，通过组织各类专业化金融机
构与链上中小企业开展系列融资对
接活动，引导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支
持链上中小企业，促进广大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

根据《通知》，此次活动主要对象
将重点面向优质中小企业、产业链关
键节点中小企业，以及其他重点中小
企业群体。其中，优质中小企业是
指根据《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
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开展 2024 年
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
知》确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产业链关键节
点中小企业是指在制造业重点产业
链上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
新产品、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统称

“三新一强”）的中小企业。其他重点
中小企业群体包括区域性股权市场

“专精特新”专板内中小企业，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中外中小企业合作
区、先进制造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内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小企业，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政府引导
基金及其子基金支持的中小企业。
此外，各地还可结合本地实际，合理
确定活动对象。

《通知》提出，全国行活动采用
“线下＋线上”相结合的组织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兼顾东中西部情况，
联合相关部门指导地方主管部门和
金融机构，选择在全国部分地市接力
开展区分主题的线下专场活动，并组
织由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咨询服务机
构组成的“一月一链”服务团，为参加
活动的企业进行事前诊断咨询、事中
指导、事后跟踪服务。有意愿的省份
可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
送方案。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单位，结合地区产业发展
实际，结合“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
行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对接等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特色活动，在市县层
面开展活动。各相关金融机构设置
网络服务专区，推出公益直播、金融
机构展示、专属金融产品展示、金融
知识宣讲等服务，提升活动影响力和
参与度。

《通知》明确提出以下八项活动
内容。

一是宣传培训。以组织活动为
契机，组织金融机构走进集群和园
区、贴近企业，开展金融惠企政策宣
传解读，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对有上市意愿的中小企业，可联合
各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系统、区域
性股权市场等开展咨询诊断、精准
培训。

二是产品推介。有关部门积极
引导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产业属
性，提出针对性融资支持举措、特色

化融资产品和服务。加大产品推
介，拓宽企业引入金融支持更好发
展的思路。

三是股权融资对接。围绕重点
产业链，筛选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和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
中小企业，广泛吸引各类投资机构、
邀请本地区政府引导基金参与对
接。建立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
新”专板中小企业投融资需求发布
平台、线上线下路演平台提高企业
融资效率。邀请各类金融机构共同
参与，对参加路演企业匹配综合金
融服务。

四是信贷融资对接。选定产业
主题，组织金融市集活动，银行业金
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采取“摆摊”形
式，搭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面对面
交流平台、充分对接平台，批量化服
务链上中小企业。结合全国行活动，
推进“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更好
服务中小企业。区域性股权市场要
会同银行、投资机构持续开展路演沙
龙、资本市场等对接活动，共同走访
企业，联合银行搭建中小企业信息服
务平台，综合企业数字档案、尽调信
息、经营情况、权益登记、估值跟踪等
多维度数据，开发适应中小企业特点
的审贷模型和专属信贷产品，支持在
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自主前提
下加快“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模
式落地。

五是保险服务对接。引导保险
业金融机构立足中小企业全生命周
期，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以及风险控制
要求，尤其是针对企业在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各类风险提供多
样化保险方案。分产业领域组织开
展企业与保险机构的对接活动，帮助
企业有效减少因财产损失、研发失

败、成果转化不畅等风险带来的经济
负担。鼓励出口信用保险等金融机
构发挥海外信息搜集和信用风险管
理等专业优势，协助中小企业拓展海
外市场业务。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
联合保险机构推广融资类贷款保证
保险、科技保险、专利保险等保险产
品，为中小企业研发生产等环节提供
保障。

六是并购重组对接。组织有意
愿的上市“链主”企业以及相关产业
链上有对接资本市场意愿但暂未上
市的中小企业，开展并购重组对接，
增强产业链韧性。推动已上市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技
术升级，进一步发展壮大。

七是加强产业对接。证券、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要发挥服务优
势，做好上市公司、行业龙头、央企国
企等“链主”企业的细分行业标识。
区域性股权市场要加强辖区内产业
研究，形成产业链图谱，精准定位企
业坐标，通过与“链主”企业的标签匹
配及“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一月一链”投融资路演等活动进行
线上、线下对接，开展上下游合作或
并购，促进科技型企业卡位入链和强
链补链，有效整合技术资源、产业资
源和金融资源。

八是政策对接。区域性股权市
场应及时跟踪央地惠企政策措施，为
企业进行精准匹配对接；与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做好衔接，
推荐符合相应标准的企业申报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等相关资质。

为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通知》
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一是加强组
织协调，二是加强宣传引导，三是加
强资源整合，四是加强信息共享，五
是注重活动实效。 （文 编）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参加在北
京举办的 2024 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

大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创新 发展氢能新质生产力”为
主题，旨在推动我国石油和化工
行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要
求，探讨氢能领域相关企业如何
发挥各自优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业领
域是氢能应用的主战场，我国工
业领域践行“双碳”目标将为氢能

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下一
步，将加大拓展多元应用场景、加
强技术装备攻关、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等方面工作力度，加快工业
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推动氢能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文、张
来斌、陈学东，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才能等多位业内专家，围绕
氢能应用技术、产业链创新发
展、标准体系构建、数智融合发
展以及氢能制—储—运—用等
主题分享了氢能产业发展现状
及趋势。 （晓 文）

工信部组织开展2024年首批次

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审定工作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
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4年
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审
定工作。

通知明确资格申报企业应
具有较强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
和产业化能力，具备专业较为齐
全的技术人员队伍，并掌握该产
品 研 制 的 核 心 技 术 和 知 识 产
权。资格审定程序需经过企业
申报、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或中央企业集团等推荐单位
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
复核等三个环节，经复核确定产

品补偿资格，并按产品价值的一
定比例核定补助资金额度，有效
期限不超过3年。

通知要求，材料制造企业应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业
务管控，确保申请材料真实、完
整、有效、准确。通过提供虚假材
料等方式骗取保险补偿资格的，3
年内不得申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
关项目，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有关推荐单位要高度重
视、严格把关，规范工作流程，提
升服务水平，认真组织做好审核
工作。 （布 轩）

本报讯 记者诸玲珍报道：
12 月 10 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79万亿
元，同比增长4.9%。其中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
路和汽车出口呈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04万亿元，
增长6.7%；进口16.75万亿元，增
长 2.4%。出口机电产品 13.7 万
亿元，增长 8.4%，占我国出口总
值的 59.5%。其中，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及其零部件1.33万亿元，
增长 11.4%；集成电路 1.03 万亿
元，增长20.3%；手机8744.5亿元，
下降0.9%；汽车7629.7亿元，增长
16.9%。同期，进口机电产品6.35
万亿元，增长7.5%。其中，集成电

路5014.7亿个，增加14.8%，价值
2.48 万亿元，增长 11.9%；汽车
63.7 万 辆 ，减 少 11.3% ，价 值
2564.3亿元，下降14.9%。

前11个月，东盟为我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我国与东盟贸易
总值为 6.29 万亿元，增长 8.6%，
占外贸总值的 15.8%。欧盟为
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与
欧盟贸易总值为5.09万亿元，增
长 1.3%，占 12.8%。美国为我国
第三大贸易伙伴，我国与美国
贸 易 总 值 为 4.44 万亿元，增长
4.2%，占11.2%。韩国为我国第
四大贸易伙伴，我国与韩国贸
易 总 值 为 2.11 万 亿 元 ，增 长
6.3%，占 5.3%。同期，我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计
进出口18.74万亿元，增长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