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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人气旺

车票售罄、门票约满、景区人气旺……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旅游市场的火
爆景象引起外媒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
“五一”假期，从北京的长城到上海的外
滩，中国各地的著名景点都是成群结队
的游客。在中国结束了 3 年疫情防控措
施后，大批游客再次出行。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公布数据显示，北京在假期第
一天就接待游客近 200 万人次，比 2022
年增长2倍。上海旅游部门称，上海在4
月 29 日、30 日两天接待游客超过 700 万
人次。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报道了中国“五
一”假期旅游市场的一派繁荣。该报称，
从杭州西湖到大理古城，从北京颐和园
到南京夫子庙，各地旅游景区游客如织。

外媒援引中国主要预订平台同程旅
行的报告称，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国内
旅游景点的门票订单与 2019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500%以上。酒店和主要交通工具
的预订量也超过了 2019年“五一”假期的
数字。

肯尼亚首都调频广播电台指出，中
国在线旅行平台的机票、火车票和酒店
在“五一”假期的预订量均超过 2019年同
期水平，体现出中国服务业的强劲增长
态势。

埃菲社注意到另一个彰显中国旅游
热潮的积极信号：4 月 29 日，中国铁路
旅客发送量近 197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
高。该媒体还发现，根据一些旅行社提
供的数据，中国内地的“五一”假期出游
热也带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旅游市场升
温，当地的酒店价格基本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

“中国公共假期带来后疫情时代旅游
热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指出，中
国旅游业完全抓住本轮商机，为本国经
济注入新活力的同时，还提振了消费者
的信心。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唐隆功·吴森提兰谷认为，“五一”
假期的各项数据都展现出中国人强大的
消费潜力，表明中国消费市场强劲复
苏。中国持续推出扩内需、促消费的有
力举措，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消费支出强劲

旅游业是观察中国消费市场和经济
运转情况的突出指标之一。外媒普遍认
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大幅升温，印证
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势头。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报道称，疫情之
后，中国经济正在复苏，今年一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5%。“五一”假
期给中国国内消费又注入强大推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中国经济
在去年底疫情防控措施放松后正在努力
复苏。2023 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消费
热潮延续到“五一”假期。该网认为，“五
一”假期是中国的主要假期之一，旅游业
的繁荣会进一步提振中国经济。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称，在
防疫措施放宽后，消费者涌向餐馆、商
店和国内度假胜地，中国经济已经从中
受益。强劲的消费支出是中国能在今年
一季度实现GDP同比增长4.5%的原因之
一。随着天气变暖，这种势头有望持
续。该网还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 4 月 30
日公布的数据称，4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56.4%，低于3月份的58.2%，
但仍大幅高于 50%的临界点。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持续强劲，反映出去年底

中国政府决定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
红利。中国消费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
反弹。

还有外媒指出，今年一季度的复苏
步伐以及来自旅游预订、交通运输水平
和其他备受关注指标的乐观增长信号，
促使许多经济学家提高了对中国今年经
济增长的预期。汇丰银行控股公司近日
将其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之前
的 5.6%上调至 6.3%，其中一个理由正是
消费者支出预计将大幅增长。

“‘五一’假期提振中国经济。”美国阿
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称，今年以来，消费
一直在引领中国经济增长，“五一”假期创
纪录的旅行和消费可能会进一步提供所
需要的经济提振。该网站援引经济学家
路易斯·卢的话称：“消费者信心稳步提
升，被压抑的需求尚未完全释放，这表明
以消费为主导的复苏仍有上行空间。”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中
国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哈桑·达乌德表示，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旅游休闲消费市场
表现亮眼。从各项经济指标以及政策的
前瞻性、稳定性和执行力来看，中国经济
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世界对中国经济充
满信心。

有力带动全球经济

火爆“五一”拉动中国经济复苏，也让
世界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和红利。彭
博社在一篇题为 《中国“五一”假期正经
历旅游业大复苏》 的文章中称，经过3年
新冠疫情，中国消费群体积攒了强劲的
购买力，此番中国旅游业繁荣受到国际
社会密切关注。

《华尔街日报》指出，考虑到美欧经济
在利率上升、通胀高企和银行业危机中失
去动力，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复苏

态势良好，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显得举足
轻重。

俄罗斯《劳动报》援引去哪儿平台数
据称，中国“五一”期间出境游机票预订量
已恢复至疫情前的 45%。中国香港和澳
门、泰国曼谷和普吉岛、韩国首尔、马来西
亚吉隆坡、新加坡、日本东京和大阪、菲律
宾马尼拉等是热门目的地。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报》网站报道称，
中国旅游需求在今年“五一”假期迅速复
苏，尤其是海外航班预订量增加，进一步
带动了全球消费和旅游业复苏，全球投资
者都对中国旅游需求增长持乐观态度。

埃及《金字塔报》网站指出，“五一”假
期，中国消费市场表现出十足活力，彰显
了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也为世界经济复
苏带来信心和希望。消费是中国经济稳
定运行的“压舱石”，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将有力
带动全球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首席经济
学家展望》显示，在一项对“不同区域2023
年经济增长预期”的调查中，受访者几乎
一致认为，中国 2023 年的经济增长将至
少“温和”，甚至是“强劲”或“非常强劲”。
报告指出，中国调整和优化防疫措施后，
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出现变化，中国
邻国的增长前景也得到改善。93%的首席
经济学家预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至少会
出现“温和”增长，39%的人预计会出现“强
劲”或“非常强劲”的增长。

“中国将成为今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驱动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
发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3
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为 4.6%，高于 2022
年 3.8%的增幅。其中，中国经济有望增
长 5.2%，将成为拉动亚太地区增长的关
键因素。

题图：5月3日，游客在山东青州古
城景区游玩。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火爆“五一”凸显中国经济活力
本报记者 严 瑜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消息
称，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国内旅游出
游合计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9.0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
亿元，同比增长128.90%，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0.66%。

火热的假日经济让世界再次感受
到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美国《华尔
街日报》称，这是“令人鼓舞的信号”，
认为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亦有举足轻
重的意义。

国 际 论 道

钠离子电池是一种依靠钠离子在正负
极间移动完成充放电工作的二次电池，其工
作原理与已被广泛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相
似。在锂资源供给面临瓶颈、锂离子电池价
格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钠离子电池因清洁环

保，原料储量丰富、分布广泛、价格低廉，且具有更高安全性
和良好高低温性能而备受青睐，在动力电池、大规模储能等
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数十家推动钠离子电池及原材料量
产的企业，在钠离子电池关键技术研发、材料制备、电池生产
和应用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跻身世界前列。在核心技术方
面，中国已掌握生产钠离子软包电芯、提高钠离子电池能量
密度、研发具备良好低温性能的钠离子电池等技术，钠离子
电池正负极材料的制备和供货达到百吨级。在电池系统方
面，中国企业制定出锂钠混搭方案，将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
电池按照一定比例混搭，集成到同一个电池系统中。这一方
案不仅有效解决了钠离子电池在能量密度方面的劣势，而且
凸显出钠离子电池在功率、性能方面的优势。在技术应用方
面，中国已将钠离子电池应用在两轮电动车、A00级电动车等
领域。目前，中国企业生产的钠锂混合动力电池进入装车试
用阶段，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布局明显加快。

中国高度重视钠离子电池的研发应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扶持政

策，将钠离子电池产业纳入国家新能源产业。《关于在中国大
力发展钠离子电池的提案》指出，钠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作为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压舱石，是支撑新能源在电力、交通、
工业、通信、建筑、军事等领域广泛应用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之一。2022年，中国将钠离子
电池列入《“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支持钠离子电
池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装备攻关。科技部在“十四五”期间实
施的“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重点专项中，也将钠离子电池技
术列为子任务，积极推动钠离子电池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在储
能、两轮电动车领域的应用示范。

目前，全球钠离子电池产业处于产业化发展初期，中国钠
离子电池技术的研发应用将开发新的储能技术路线，带动全
球钠离子电池产业发展。钠离子电池的广泛应用将一定程度
上缓解由于锂资源短缺引发的新能源发展受限问题，提高清
洁能源利用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钠离子电池构建的大规
模储能电站也将通过平滑负荷曲线，增强电网运行经济性。

然而，相比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技术尚不够成熟，仍
需进一步研究。未来，引导钠离子电池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应
在核心技术研发、低成本制备、规模化产业应用等方面持续
发力，进一步降低钠离子电池成本、提高钠离子电池性能，推
动其在智能电网、工业储能和中高端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商业
化和规模化应用。

（史欣怡采访整理）

中国走在钠离子电池研发应用前沿
■ 受访专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材料工业研究所所长、正高级工程师 肖劲松

据 《纽约时报》 报道，中国正
在用成本更低、储量更丰富的金属
钠取代锂，引领可充电电池下一波
重大科技创新。英国电池原材料咨
询公司基准矿业情报机构的数据显
示，全球目前已规划或已建设的 20
家钠电池工厂中，16 家在中国。未
来两年，中国的钠电池产能将占到
全球近95%。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称，在
各国重点关注的钠离子电池领域，中
国取得的专利数量远远超过美国等
西方国家。截至 2022 年 12 月，该领
域的有效专利总计为 9862 项，其中
5486 项来自中国。中国企业宁德时
代——全球最大车载电池制造商计
划在2023年量产钠离子电池，并向纯
电动汽车供应，中国在钠离子电池实
用化方面将进一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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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跃升为太空探索领先者

中国公布了雄心勃勃的月球和太阳系研究计
划，该计划的落实将令中国成为航天领域的世界领
先者。

在太空探索方面，中国曾长期处于追赶者的行
列。但在本世纪，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
国彰显出成为太空探索开拓者的能力。2019年，中
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
软着陆，就是最好的证明。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还将成为首个把月背岩石样
本带回地球的航天强国，2024年前后发射的嫦娥六号
探测器将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同时力求成为首个将
火星土壤样本带回地球的国家，这预计是2030年天问
三号任务中的一部分。中国发起的国际月球科研站
计划也许是中国跻身航天领域领先行列的最重要证
据。俄罗斯、巴基斯坦和阿根廷已在该项目框架内与
中国签署合作协议。还有 10余个国家和组织正在对
协议进行谈判，预计到7月将签署相关文件。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

数字经济是中国重要增长引擎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增长10.3%，稳居世界
第二。

近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
举行，会上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
示，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1.5%，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增长引擎。报
告还称，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开通5G基站逾231万
个，5G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超过60%。

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为主题，重点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分享
数字化发展经验。作为峰会的组成部分，数字中国建
设成果展近日也对公众开放。参观者见证了中国在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11个方面的最
新成就。在成果展上，更为安全、稳定、实时的通信网
络技术成为焦点之一。

成果展上还展出了农用无人机、新能源无人驾驶
拖拉机、果园检测机器人、混合驱动的仿生金枪鱼等
产品，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有助于解放劳动力
并提高生产率。成果展还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文化领
域的应用，包括打破物理空间局限，通过数字化让文
物“活起来”，让人们能以沉浸和互动的方式欣赏经典
文物。

——据巴西《论坛》杂志网站报道

中国成全球电动汽车行业主角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车展上，中日美欧主要制造
商竞相展示新型车和概念车，在电动汽车领域进展
显著的中国品牌大放异彩。

比亚迪展区热闹非凡，旗下高端品牌仰望推出的
U9（纯电超跑）和U8（大型SUV）大受欢迎。今年一季
度，比亚迪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销量达到 44 万辆以
上，超过大众，跃居第一。大众至少自 2008年以来长
期高居首位，但比亚迪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等销量大幅增长，存在感不断提升。

吉利集团推出高端电动汽车品牌极氪，如今在
售车型价位更加多元。

在世界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市场走在前列，如
今已成为主战场。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已发
生变化。德国一家大型汽车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
企业因电动汽车增强了自信心，已降低对外资企业
的依存度。”

中国政府提出了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
型的口号，旨在实现中国企业竞争力引领世界。新
能源车市场出现降价等动向，关乎企业生存的竞争
日益激烈。激烈的竞争也会引发技术革新。今年上
海车展似乎已成为中国汽车存在感进一步提升的转
折点。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玉兔二号巡视器全景相机对嫦娥四号着陆器成
像。 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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