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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尔滨 6月 15日电 （记者刘梦丹）第三十二届哈尔滨国

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哈洽会”）15 日上午在哈尔滨开

幕。本届哈洽会围绕“共建高水平开放新平台，共享高质量发展新

机遇”主题，主会场设置中俄地方经贸合作、港澳台及国际等 6 个

主题展区。专业采购商将超过 7000 家，预计进场专业观众将突破

20 万人次。

本届哈洽会有 3 个“新特点”。一是展览结构优化。四大新兴

产业引擎占比约 12%，绿色食品产业约占 27%，现代金融、现代物

流、文化娱乐等现代服务业约占 5%，对外经贸合作约占 30%。二

是地域分布均衡。形成了国外、省外、省内各占 1/3 的格局。三是

活动功能完善。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主

题举办近 50 项配套活动，各项活动具有很强的主题针对性、市场

导向性、产业引领性。

第三十二届哈洽会开幕

专业采购商将超过7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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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23 年

5 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 月，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持续显效，生产

需求稳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转型升

级持续推进，主要生产需求指标环比增速

不同程度改善，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

15 日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

长付凌晖介绍了有关情况。

生产供给持续增加，消
费投资逐步恢复

会上，付凌晖从 5 个方面分析了 5 月经

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生产供给持续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服务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增长。 5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1.7%，保持

较快增长。加上 5 月假期效应带动及上年

基 数 较 低 的 影 响 ，接 触 型 服 务 业 增 长 较

快。5 月，住宿和餐饮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 39.5%。

工业生产稳步恢复。 5 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扣除上年同期

基数升高的影响，两年平均增速比上月有

所加快。

——消费投资逐步恢复。

市场销售平稳增长。随着消费场景拓

展、居民外出购物增加，市场销售继续扩

大，服务性消费较快增长。5 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7%，其中餐饮收

入增长 35.1%。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1 至 5 月，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4%，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和

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7.5%和 6%，保持较快

增长。

——外贸韧性继续显现。

面对外需收缩困难，我国积极开拓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稳定

传统贸易伙伴的外贸市场，推动外贸促稳

提质。5 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0.5%，与

部分新兴经济体外贸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1 至 5 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3.2%，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

——就业和消费价格总体稳定。

随着经济运行恢复向好、岗位招聘需

求增加、劳动参与率提升，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5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与

上月持平。

供求关系基本稳定，消费价格总体平

稳。5 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2%，涨

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

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 0.6%，保持基本稳定。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新动能继续成长。创新引领作用不断

增强，新产业新业态较快发展。1 至 5 月，

规 模 以 上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8%，快于规上工业增长。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增长 11.8%，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升级步伐稳健。1 至 5 月，限额以

上单位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等升

级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9.5%和 11%，高

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8%，明显快于

全部投资增速。

同时也要看到，5 月，部分生产需求主

要指标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付凌晖分析：

“去年 4 月，国内经济受疫情冲击影响较

大，5 月以后经济呈现明显回升态势，相应

基数明显提高。部分指标回落，主要是由

于上年同期基数抬升影响。剔除基数因素

影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工业生产基本平稳，未
来发展趋势向好

“5 月，工业生产克服市场需求偏弱、

价格下降的不利因素影响，总体延续恢复

态 势 。 剔 除 基 数 因 素 ，工 业 生 产 基 本 平

稳。”付凌晖对相关情况作了具体介绍——

工业生产边际加快。从两年平均增速

看 ，5 月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2.1%，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从环比增

速看，5 月规上工业环比增长 0.63%。

装备制造业支撑明显。 5 月，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明显快于全部规

上工业增速，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七成。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3.8%和 15.4%。

大中型企业增长较快。 5 月，规模以

上大型和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6%
和 6%，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速，对工业稳

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工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趋势

明显。1至 5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5.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33%，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

产量分别增长 37%和 53.6%。5 月，以锂电

池、太阳能电池、电动载人汽车为代表的“新

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50%以上。

付凌晖分析认为，下阶段工业生产仍

面临一定压力，“同时要看到，经过长期发

展，我国工业体系完整，配套较为完善，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能力稳步提升。总的来

看，未来趋势发展向好。”

5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下降 4.6%，降幅比上月扩大 1 个百分

点。付凌晖表示，5 月 PPI 降幅扩大受到了

多重因素影响，“一是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

长乏力，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下

行，对我国输入性影响逐步显现。二是部

分行业国内市场需求仍显不足。三是受世

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波动下行以及行业周期

性变化等因素影响，部分出口产品国际需

求减少，影响相关行业价格。此外，上年同

期基数较高也是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

题，下阶段要着力恢复和扩大需求，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生产和需求实现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带动工业品价格回到

合理水平，促进工业平稳健康发展。

全年经济发展仍拥有
许多有利条件支撑

“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今年二季度

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一季度，到了三、四季

度，随着基数提升，经济运行会回到常态化

增长水平。”展望全年经济发展，付凌晖认

为我们仍拥有许多有利条件支撑。

消费拉动作用逐步提升。一季度，最

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

达到 66.6%。1 至 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3.5 个百分点。

服务性消费增势良好，1 至 5 月，全国电影

票房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餐饮收入增

长 22.6%。此外，就业形势总体改善，有利

于居民增收、提高消费能力，各部门积极出

台促消费政策也将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消

费拉动作用增强，将有力促进经济恢复向

好。”付凌晖说。

创新动能积聚增强。今年以来，我国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科

技自立自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态势明显。1 至 5 月，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11.3%，均

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多

晶硅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3.4%和 84.2%。付

凌晖认为，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将有力促进

产业升级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为

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红利继续显现。今年以来，

我国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稳步

扩大制度型开放，大力稳定传统贸易伙伴

贸易，积极扩大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经贸合作，成效不断显现。从利用外资

情况看，1 至 4 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利

用外资同比增长 12.8%。付凌晖表示，下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稳步

推进，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利好不少，挑战犹存。目前，国际环境

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仍显乏力，主要发

达经济体政策收缩外溢效应显现，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恢复向好基础

不牢。

“应当看到，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

运行以来，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经济运行恢

复向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付凌晖表

示，前进道路上有困难有风险，但我国物质

技术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创新能力增

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克服困难，

推动经济恢复向好。”

制图：孟丽静、马希平、张子彧、张爱

林、孙树宝、陈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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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5 月，我国经济运行延
续恢复态势，主要生产需求
指标环比增速不同程度改
善，生产供给持续增加，消费
投资逐步恢复，外贸韧性继
续显现，就业和消费价格总
体稳定。展望全年经济发
展，经济运行仍拥有许多有
利条件支撑，高质量发展将
稳步推进。

■经济聚焦R

近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2022 年 金 融 支 农 十 大 创 新 模 式 与

地 方 金 融 支 农 十 大 典 型 案 例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农 户 普 遍 授

信 模 式入选金融支农十大创新模式。该模式按照“整村授信、

应 授 尽 授 ”思 路 ，为 信 用 村 内 农 户 提 供 小 额 度 、广 覆 盖 、纯 信

用 的 授 信 服 务 ，有 利 于 缓 解 农 户 小 额 信 贷 融 资 难 题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作为拥有近 4 万个营业网点、服务个人客户超 6.5 亿户的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近年来，邮储银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在落

实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中拓展发展空间，在建

设一流大型零售银行道路上阔步前行。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2021 年 3 月 8 日，全国首家更名成立的

乡村振兴特色支行——邮储银行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官圩乡村振

兴特色支行挂牌成立，两年来先行先试，走出一条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的创新之路。

特色支行，关键在“特”。特别推出一批有农味、接地气的金融

产品——为适应贡柑等岭南水果的种植收成年限，特色支行将贡

柑等岭南水果贷款期限由 3 年放宽到 5 年，将创业担保贷款单笔的

最高额度调增至 50 万元；特别服务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

色支行专门设立乡村振兴专业信贷队伍，实现小额贷款一天内审

批完成。

坚守服务“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定位，邮储银行持

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截至今年 3 月末，邮储银行建成

信用村 38.69 万个，评定信用户超千万户，主动授信白名单客户

贷 款 本 年 净 增 366.20 亿 元 。“ 让 绝 大 多 数 农 户 都 有 邮 储 银 行 授

信”的梦想加速勾勒，让更多农村客户享受到高效便捷的金融

服务。

广东茂名高州市，依山傍水间，一抹“邮储绿”悄然扎根。

2021 年 10 月 29 日，邮储银行广东省高州市长坡碳中和支行

正式挂牌成立。一年多来，以“双碳”目标为指引，绿色金融发展不

断迈出新步伐。

网点“绿意”盎然。“与传统网点相比，长坡碳中和支行以‘碳中

和’理念规划发展，将绿色环保理念贯穿于装修设计、材料使用、日

常运营全过程。”邮储银行茂名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说，依托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推进企业碳排监测，通过碳中和能源数字化

管理平台，实现了银行网点能耗的精细化管理。

服 务“ 绿 色 ”为 先 。 抓 住 高 州 市 作 为 全 国 整 县（市 、区）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开 发 试 点 推 进 单 位 的 契 机 ，长 坡 碳 中 和 支 行 向

华 能 方 略（茂 名）清 洁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授 信 3400 万 元 ，成 功 落 地

全省首笔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贷款。数据显示，

截 至 2023 年 3 月 末 ，长 坡 碳 中 和 支 行 贷 款 余 额 4.07 亿 元 ，其 中

投 向 有 利 于 碳 吸 收 、碳 减 排 、清 洁 能 源 等 领 域 的 贷 款 余 额 2.28
亿元。

更好服务客户、践行社会责任，特色支行正在成为邮储银行积

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招牌。提供轮椅、老花镜，定期上门开

展金融服务宣传，在福建龙岩，分行营业部积极打造“金晖支行”，

为老年人提供多项专属增值服务。在山西晋中，针对听障人士特

殊需要，分行营业部连续 10 余年提供手语服务，累计为近 3000 位

听障人士提供金融服务、传递邮储温度。

下一步，邮储银行将深入推进转型发展和能力建设，加快建设

一流大型零售银行，持续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创建特色支行 融入发展大局
本报记者 韩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