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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启事
我单位现需采购活动现场执行一体化

服务项目，拟通过询价方式确定供应商，欢
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于2024年12月9日
下午5:00前，到泉州晚报社广告中心3楼
领 取 询 价 通 知 书 。联 系 电 话 ：0595-
22500234（吴先生、陈女士）。

泉州晚报社
2024年12月5日

本报讯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筋
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具象化映射之一。
记者4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
到，11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8%，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为今年以
来的高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分地区来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业
务总量增势相对均衡，其中东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在52%以上，环比分
别回升0.3个和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业
务总量指数达到53.7%，环比回升0.1个
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
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在高景气
区间，分别达到55.8%、56.2%和70.6%；沿
海大宗干散货水路运输出现一定季节性
回升，水上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
0.3个百分点。

“四季度以来，我国工业产业升级改
造需求和居民消费潜力需求稳定释放，通
信设备、电气机械、家具家电、农副食品、
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供销物流需求增加，
同时能源原材料季节性需求明显回升，带
动大部分行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扩张态
势，行业物流总体向好。”这位负责人说。

在企业方面，企业的经营成本压力依
然存在。面对压力，部分企业采取了如扩
宽经营渠道、加大数字化投入等多种措施

“开源节流”，微观经营效益保持稳定。
随着业务量连续回升和物流从业人

员规模增长，11月份，企业主营成本指数
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达到今年以来最
高水平。分行业来看，道路运输业、水上运
输业、航空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主营成本
指数较高。

数据显示，10月至11月两个月企业
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均值达到46.9%，分别
比二季度和三季度高0.4个和0.3个百分

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和微型企
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保持平稳，反映
出小微型企业盈利水平和生存条件得到
有效改善。

在物流投资和市场预期方面，11月
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达到
51%以上，保持在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
多式联运行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分别达到57.4%、54.5%和65%。

“从后期市场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连续4个月在高景气区间，对提振预期
起到基础支撑作用。”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

需求回升 稳中有进
——11月份我国物流业相关数据分析

12 月 4 日，A 股培育钻石板块盘初走
高，黄河旋风一字涨停，惠丰钻石大涨
17%，四方达涨超 12%，中兵红箭、力量钻
石、楚江新材、国机精工跟涨。消息面上，
据媒体报道，全球最大钻石生产商戴尔比
斯（DeBeers）将其销售的大部分商品的价
格下调超 10%。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的首
次大幅降价，幅度历史罕见。这意味着，这
家全球最大的天然钻石供应商放弃了设
置价格底线的尝试。

戴比尔斯据称降价超一成

戴比尔斯一直是钻石行业的垄断巨
头，20世纪80年代掌握着全球80%的钻
石产量，如今依然供应着全球约40%的天
然钻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
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钻石广告，让价格昂
贵、光彩夺目的钻石一直活跃在消费市场。

据财联社报道，戴比尔斯在周一的年
度最后一次销售中放弃了这一立场，将其
销售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下调了10%至
15%。若属实，这是其年初以来的首次大
幅降价。

戴比尔斯在毛坯钻石市场拥有相当
大的影响力，公司每年举办10场销售活
动，买家通常都会接受戴比尔斯提供的价
格和数量。知情人士表示，即使公司本次
实施了降价，仍比二级市场上的现行价格
要贵。

目前，戴比尔斯正面临困难的时刻。年
内早些时候，其母公司英美资源集团拒绝
了必和必拓集团规模490亿美元的收购要
约，并宣布寻求大幅简化并收缩业务。

英美资源上月表示，正在考虑进一步
削减钻石产量，因为该行业受到需求疲软
和供应过剩的拖累，并打算出售或剥离戴
比尔斯。

与天然钻石成分相同，培育钻石用肉
眼几乎难辨。培育钻石的消费数量已经和
天然钻石分庭抗礼。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Tenoris 最新报告指出，2024年 10月美
国成品珠宝零售额增长9.9%，其中天然
钻石珠宝小幅上升，增长4.7%；而培育钻
石达到了惊人的46%的增长幅度。另据德
国Statista数据平台预测，在2024年的全
球珠宝市场中，培育钻石的销售额将达到
约180亿美元，在整个珠宝市场中所占份
额将超过20%。

不过据封面新闻11月报道，在上游
市场，有培育钻石生产端人士透露，培育
钻石毛坯价格从 2022 年初的每克拉近
100美元高点，急剧下跌至现在的约15美
元，跌幅高达85%。在销售端，商家客服表
示，1 克拉培育钻相比高点已下跌超
80%。另一方面，多位业内人士都认为，培
育钻石价格会下降，但不会再出现大跌。

中国培育钻石八成“河南造”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金刚石单晶产量
占全球总产量的95%左右，稳居世界第
一，而河南人造金刚石的产量占到全国

80%。在培育钻石领域，中国的产能约占
全球培育钻石总产能的50%，其中又有八
成属于“河南造”。

前述大涨的培育钻石概念股中，惠丰
钻石和力量钻石均位于河南商丘。四方达
位于河南郑州，黄河旋风位于河南许昌。沃
尔德位于北京。10月30日，惠丰钻石发布
2024年三季报。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为1.62亿元，同比下降57.24%；
归母净利润为 698.68 万元，同比下降
85.98%。10月29日，力量钻石发布2024
年三季报。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为5.39亿元，同比下降4.08%；归母净利
润为1.77亿元，同比下降32.73%。

万联证券指出，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
修复、“悦己”消费观念的进一步普及等，
钻石下游消费需求有望逐渐修复。而培育
钻石由于其成分和结构与天然钻石相同，
且在价格上相较天然钻石有较大的优势，
叠加近年来媒体与品牌商对下游消费者
的教育，未来培育钻石渗透率有望进一步
提高。 （新京 每经）

全球最大钻石生产商大降价

“钻石自由”来了？

据新华社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
合组织）4日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3.2%，2025和2026年增速
均稳定在3.3%。

报告说，目前全球通胀水平持续下降，
就业压力缓解，贸易开始复苏，全球经济保
持韧性。预计2025年至2026年，亚洲新兴
经济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
献者,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会进一步
上升。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 2024 年将增长
2.8%，随后逐步放缓，2025年和2026年将
分别增长2.4%和2.1%；欧元区经济2024年
将增长 0.8%，2025 年和 2026 年分别增长
1.3%和1.5%。

报告强调，全球经济仍面临贸易紧张和
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公共财政挑
战等下行风险。

报告说，近几个月来，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急剧上升，加剧了对主要经济体不断增加
进口限制措施的担忧。如果全球贸易限制持
续增加，进口价格将被推高，增加企业生产
成本，降低消费者生活水平。此外，中东地区
冲突一旦升级将威胁石油供应安全，导致油
价上涨，推高通胀。

报告建议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维
护全球贸易体系规则来支持国际贸易，并减
少地缘政治风险。

报告预计，到2025年底或2026年初，
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都将回到目
标水平。随着通胀压力进一步下降，相关经
济体应继续放松货币政策，但要谨慎判断降
息时机和幅度。

经合组织预测今年
全球经济增长3.2%

本报讯 A股主要股指昨日集体低开
后弱势震荡，尾盘出现快速下挫，个股呈现
普跌态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0.42%，
报 3364.65 点 ；深 证 成 指 跌 1.02% ，报
10604.01点；创业板指跌1.43%。两市成交
总额16632亿元。从盘面上看，传媒板块全
线下挫，新能源普跌，地图、生肖、名称等
题材炒作集体降温；机器人概念逆势走强，
红利资产表现抢眼。

继年初举牌银行股后，又见险资举牌
券商股。12月4日，新华保险发布公告称，
11月 28日，该公司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海通证券无限售条件流
通H股400万股股份，占海通证券已发行
H股股本的0.12%，相关交易通过港股通
渠道完成。

这是自2019年4月中国人寿集团举牌
申万宏源H股以来，资本市场再现险资举
牌券商股。而在今年年初，无锡银行发布公
告称，长城人寿在 2023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4年1月9日期间增持并举牌该银行，这
是近8年来A股市场首例险资举牌银行股。

不久之前，新华保险在11月12日同日
增持并举牌上海医药、国药股份。近段时
间，险资频频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举牌次数
已创下近几年新高，涉及行业包括电力、环
保、银行、交运、公共事业、电力设备等。不
过，近期也有多起险资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案例。例如，百年人寿多次减持万丰奥威、
紫金财险对华光环能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4.94%、中国人寿选择清仓杭州银行等。

机 构 观 点
东莞证券：尽管短期内市场有所波动，

但中长期的上行趋势仍未发生实质性改
变。在内需疲弱及外部压力加大的背景
下，政策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可能被打开。
这包括潜在可能更高的赤字率、更多地向
地方转移支付以补充财力，以及更积极的
促消费举措。

中原证券：在经济与政策交织的综合
作用下，A 股市场扭转连续 三 年 下 滑 态
势，在 2024 年走出两波先抑后扬的小行
情。2025 年，预计市场多空博弈的焦点或
将侧重于国内宏观政策是否通过呵护股
市以维持信心、稳定预期，考虑到“努力
提振资本市场”底层逻辑所体现出的政
策意图，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政策
主 线 将 是 聚 焦 支 持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升
级，在推动并购重组、提升投资者回报等
方面加力部署，预计 A 股市场总体维持
震荡上行的运行态势。 （澎湃）

时隔5年多再现
险资举牌券商股

咖啡豆价格飙升至近50年来最高水平

国内“9块9”的咖啡还能喝多久
对不少职场人士来说，工作日

离不开咖啡，然而，就在最近咖啡豆
突然涨价了。11 月 27 日，由于对全
球供应短缺的担忧加上对欧盟零毁
林法案影响的不确定性，全球咖啡
豆的价格飙升至近 50 年来的最高
水平。

纽约市场上，主流咖啡品种之
一的阿拉比卡咖啡豆价格达到每

磅 3.23 美元，创下自 1977 年以
来的新高，今年累计涨幅超

过 70%。

咖啡师在制作咖啡咖啡师在制作咖啡 （（CFPCFP 供图供图））

这几年随着国内咖啡连锁品牌的
崛起，中国成为咖啡豆消耗大户。据海
关总署数据，2024年上半年，国内咖啡
进口贸易总量为14.28万吨，是2023年
上半年进口咖啡规模的1.93倍；今年上
半年，国内咖啡进口总金额7.16 亿美
元，是去年同期的1.58倍。

国内连锁咖啡的价格从 20元/杯
一路下滑到9.9元/杯，随着咖啡品牌的
价格激战，幸运咖等品牌推出了6.6元/杯
的美式，而罗森等连锁便利店的咖啡价
格甚至降到了5元/杯以下。

咖啡豆价格上涨是否会影响到国
内咖啡价格的上涨？对此，接近星巴克、
瑞幸的咖啡资深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短
期内“还好”，不会有什么影响。

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告诉记者，咖
啡品牌选择多产地进购咖啡豆，一方面
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口味，另一方
面就是在做咖啡豆可能会出现短缺的
风险管控。据了解，全球累计有70多个
咖啡生产国，其中，咖啡连锁品牌星巴
克向其中30多个国家采购咖啡豆，瑞
幸在全球6大产区采购咖啡豆。今年以

来，中国云南产区的咖啡豆也颇受咖啡
品牌青睐。云南省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云南咖啡豆产量的79.5%被用于供
给国内；2023年，云南咖啡生豆年产量
达到14.6 万吨，当年超90%豆子留在
了国内消费市场。

尽管国际咖啡豆期货价格飙升，但
由于国内咖啡豆产量的提升、多元化的
采购策略、长期供应合同以及成本结构
的多样性，国内的9.9元咖啡市场在短期
内可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行业人士也
告诉记者，如果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上涨，
长期来看可能会对供应链薄弱的品牌带
来一定的压力。

（中营 财联 一财)

多元化采购策略避免跟涨

交易员认为，咖啡烘焙商的抢购行
为是推动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这些商
业买家担心未来供应短缺，对即将生效
的零毁林法案充满不确定性。StoneX
的交易员托马斯·阿劳霍表示：“这不是
今年就能解决的问题，烘焙商们已经开
始恐慌。”

在供应紧张的同时，需求持续水涨
船高，如今咖啡消费正在亚洲形成新浪

潮。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消费一直在飙
升，仅印度尼西亚的需求在过去十年中
就翻了一番。中国咖啡连锁店呈现指数
级增长，数量居世界首位。

事实上，早在今年 7 月，咖啡豆
期货价格的上涨已经逐渐蔓延到了
消费端。在亚洲，星巴克韩国公司于
7 月宣布了咖啡价格调整。从 8 月 2
日开始，大杯（473 毫升）和超大杯

（591 毫升）饮料的价格将分别上涨
300 韩 元（0.22 美 元）和 600 韩 元
（0.44美元）。

此外，美国食品饮料巨头盛美家食
品也于6月表示，从今年夏天开始将上
调部分零售速溶咖啡产品的标价；英国
连锁咖啡店Pret A Manger则取消了
原本允许客户每天可以最多喝五杯咖
啡的优惠订阅服务；意大利咖啡制造商
拉瓦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由于
原材料成本飙升，被迫提高了价格并降
低了利润率。

上涨已逐渐蔓延到消费端

作为全球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生
产国，巴西在今年8月和9月遭遇了70年
来最严重的干旱，随后又在10月遭受暴
雨。这种极端天气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其
咖啡产量的担忧。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罗布斯塔咖啡
豆生产国越南已经连续三年面临供应短
缺，导致全球市场上的罗布斯塔豆供不应
求。罗布斯塔咖啡豆主要用于制作速溶咖
啡，上涨势头亦相当强硬。其伦敦期货价
格隔夜上涨7.7%，达到每吨5507美元，
几乎是年初价格的两倍。

对于2025—2026年度的阿拉比卡豆
收成，业内预计将会减产，这一趋势可能
加剧全球咖啡市场的供需失衡。

除天气影响外，欧盟即将实施的零
毁林法案也对咖啡市场构成了不小冲
击。该法案于2022年提出，原计划2024
年年底开始强制实施，要求对在欧盟市
场上销售的包括咖啡在内的7种农产品
进行调查。供应商必须证明其产品未在
毁林土地上生产，否则或将面临罚款和
禁令。虽然今年10月欧盟委员会提议推
迟法规的强制执行日期，但成员国之间
仍有分歧，最终方案可能要到12月中旬
才能确定。

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市场难以预
判，欧洲进口商和烘焙商提前抢购原料，
避免潜在的供应链风险，进一步推高了咖
啡价格。

主产区减产
导致供需失衡

（（CFPCFP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