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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冀川

8月22日工信部公布数据显示，1-7月份电
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电信业务总量保持较快
增长；5G、千兆光网和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和应用快速推进，网络运力和感知能力持
续增强；云计算等新兴业务拉动作用明显，行
业发展新动能持续释放。

总体运行情况平稳

电信业务收入保持稳步增长，电信业务总
量保持两位数增幅。1-7月份，电信业务收入
累计完成9442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与上
半年持平。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
总量同比增长22.2%。

固定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平稳增长。1-7月
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
为1421亿元，同比增长9.3%，在电信业务收入中
占比为15.1%，占比较上半年提升0.1个百分点，
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1.4个百分点。

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低速增长。1-7月
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移动数据流量业务
收入3865亿元，同比增长0.5%，在电信业务收
入中占比为40.9%，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0.2
个百分点。

新兴业务收入保持快速增长。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积极发展IPTV、互联网数据中心、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业务，1-7月份共
完成新兴业务收入1843亿元，同比增长35.1%，
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19.5%，拉动电信业
务收入增长5.5个百分点。其中云计算和大数
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131.7%和60.3%，数据
中心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6.5%，物联网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25.9%。

电信用户稳中有增

固定宽带接入用户规模稳步增长，千兆用
户数持续扩大。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5.66亿
户，比上年末净增3070万户。其中，100Mbps及
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5.31亿户，占总用户数的93.8%，占比较上年末
提升0.8个百分点；10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
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6570万户，比上
年末净增3112万户，占总用户数的11.6%。

移动网络连接终端中物联网用户占比近
半，IPTV用户数稳步增加。截至7月末，三家基
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6.67亿
户，比上年末净增2.7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
数（包括移动电话用户和蜂窝物联网终端用
户）的比重已达49.9%。IPTV（网络电视）总用
户数达3.6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979万户。

千兆网络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宽带网络建设稳步推进，千兆网络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截至7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
口数量达10.4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2560万个。
其中，光纤接入（FTTH/O）端口达到9.95亿个，比
上年末净增3504万个,占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
95.4%，占比较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截至7
月末，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数
达1161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75.7万个。

5G网络建设快速推进。截至7月末，5G基
站 总 数 达 196.8 万 个 ，占 移 动 基 站 总 数 的
18.8%，占比较上年末提高4.5个百分点。其中
1-7月份新建5G基站54.3万个。

前7个月电信业务收入
和总量同比双增长

云计算等新兴业务拉动作用

明显，行业发展新动能持续释放

本报记者 刘 琪

8月22日，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出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
“央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数据显示，1年期LPR为 3.65%，5年期以上
LPR为4.3%，分别较前值下调5个基点、15个
基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8月份LPR下调符合市场预期，显
示新一轮稳增长措施正在加码，重点是通过降
低融资成本激发信贷需求，推动消费、投资保
持修复势头。5年期以上LPR降幅更大，1年期
LPR降幅较小，表明定向支持楼市是当前“降
息”政策的重点，推动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成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

下调符合市场预期

事实上，8月15日央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时，中标利率下调10个基点便预示
了本月LPR大概率迎来下调。民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温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本月MLF利率调降10个基点的情况下，8
月份LPR实现调降符合市场预期和历史规律。
新一期LPR的下调，将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促进信贷有效需求回
升发挥积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调整为非对称下调，
即1年期LPR下调幅度为5个基点，而与房贷

挂钩的5年期以上LPR下调幅度则达到15个
基点。

“从调降幅度看，1年期LPR下调幅度较
小，应主要源于当前市场短端利率整体已处
于较低水平，若继续引导1年期LPR下调，容易
加剧企业的套利行为。”温彬表示，5年期以上
LPR继5月份以后，再度大幅下调15个基点，主
要在于中长期利率仍有调降空间，且中长期
贷款需求更需提振，压降长端LPR利率将有效
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其运用杠
杆的意愿。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从此前LPR报价看，LPR与MLF
之间多数时点均保持着稳定的比价关系。但
自去年12月份以来，1年期、5年期以上LPR报价

与MLF之间不再时刻保持同点差变动，意味着
金融机构在根据企业及居民信贷需求情况、资
金成本、风险溢价等因素调整加点空间，报价
灵活度越来越高，这将更好贴合实体经济资金
需求。

有助于促进楼市回暖

相较于1年期LPR，5年期以上LPR的调整
更加牵动购房者的心。今年以来，5年期以上
LPR已经历了三次下调，1月份下调幅度为5个
基点，5月份及8月份下调幅度均为15个基点，
这也是LPR改革以来5年期以上品种的最大下
调幅度。

（下转A3版）

8月份LPR非对称下调释放稳增长信号
业界预计年内5年期以上品种还有下调空间

许 洁

8月15日，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年）》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提出，到2023年
底，一批惠企创新政策落地见效，创新要素加
速向企业集聚，各类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引领高
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一大批中小企业成为创新重
要发源地，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

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1.61
亿户，较2021年底增长4.4%。从结构来看，全
国新设“四新经济”企业增长较快，增幅明显高
于总体水平：1月份至6月份，全国新设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 229.7 万户，占新
设企业总量的54.2%。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不少科技
领域已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
跑”者，并在不懈努力中赢得了主动权。

当下，尽管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并未消失，但我国经济已展现出强大
韧性和活力。科技改变生活，创新推动发展。
无论是稳增长稳就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扩大内需，还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都
需要提升科技支撑的能力。

那么，如何更好牵住科技创新的“牛鼻
子”？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需要关注。

首先是政策层面的引导，要加大对科技创
新的支持保护力度。《方案》提出，要推动惠企
创新政策扎实落地，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税
收优惠、技术交易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应
享尽享”。

笔者认为，这种“放水养鱼”的减负政策和
创新引导政策联合发力，将激活各类企业的创
新因子。

其次，要尤其重视中小企业的创新。《方
案》指出，要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
源地，支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创新发展。8月19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电视
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也指出，要新培育
3000家以上“小巨人”企业。

中小企业在税收、GDP、科技创新以及就
业等诸多方面，都为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
献。因此，重视、保护好中小企业创新激情，就
是稳经济、促消费，就是推进科技创新。

第三，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方案》指
出，要鼓励各类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
企业创新创业，深入落实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
策，引导创投企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营造创业
投资的良好氛围，才能推动创业投资持续健
康发展，让更多“含 tech 量”高的项目进入风
投创投的案头。此外，风投创投也应挖掘出
更好的产业化路径和商业模式，从而充分释
放技术创新的价值。

激发企业创新因子可以从三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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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卫新

A股进入半年报密集披露期，一些上市
公司在亮出成绩单的同时，也抛出了中期分
红计划。

8月22日晚，江山股份披露的2022年半
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31
亿元，同比增长 65.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2.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5.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0元(含税)。

截至2022年6月30日，江山股份总股本
3.05 亿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16亿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累计未分配利润的比例为
36.75%。

当日晚间，浙商证券、江苏博云也同步

发布了拟10派1.7元（含税）、拟10派3元（含
税）的2022年中期分红预案。

作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获得回报的主
要方式之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没有时间规
定，也没有次数规定。但从过往经验来看，
分红一般安排在年报中，半年度分红的公司
较少。谈及公司缘何选择在中期进行分红，
江山股份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公司一直有分红的传统，加之去年年末
我们没有分红，今年中期业绩又整体表现不
错，所以要坚持以真金白银回报投资者。”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8月 22
日晚，A 股已有 44 家公司发布中期分配预
案，其中39家公司拟现金分红。从分红总额
来看，中国电信派现超过百亿元，位居首
位。从分红比例来看，江山股份、藏格矿业、
中国移动排名前三位。8月 19日，藏格矿业

近30亿元中期现金红利已派发完毕。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

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
以真金白银回报股东一方面是为了提振股
东对公司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公司发
展阶段。不能要求所有企业都高分红，对于
一些成长股来说，可以留下一些资金推动企
业发展。”

就部分上市公司半年报分红的现象，透
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对记者表示，“企
业此时推出半年度分红应该也有为二级市
场股价护盘的考虑，这类似于股票回购。强
有力且稳定的现金分红对于吸引长期价值
投资者有很大作用，尤其对一些处于成熟行
业又盈利稳定的公司而言，更应通过加强现
金分红提升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39家公司半年报发布现金分红预案
业内人士认为，稳定的分红有助提振股东对公司的信心，提升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