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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11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11 月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与上月基
本持平，新动能行业增长较快，企业
信心继续向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比上月略有
下降。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景气水平
稳中有缓，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新动能行业增长较快

1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为 49.4% ， 比 上 月 下 降 0.1 个 百 分
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分析，受部分制造业行
业进入传统淡季以及市场需求不足等
因素影响，11 月份制造业 PMI 略低
于上月水平。

从生产端看，相关指数持续扩
张。生产指数为50.7%，比10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仍保持在临界点以
上。从行业看，金属制品、通用设
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
产指数均高于55%，相关行业生产保
持较快增长。

从需求端看，相关指数基本持
平。新订单指数为49.4%，比10月略
降 0.1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医药、
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
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市
场需求较快释放。

专家分析，新动能生产端较快上
升是支撑 11 月制造业生产保持增长
势头的主要因素。从重点行业看，11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2%，比上月上升 2 个百分点，重
回扩张区间。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为 51.6%，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
点，行业扩张有所加快。

同时，企业信心继续向好。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8%，比上月
上升 0.2个百分点，继续位于较高景
气区间，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前景
总体保持乐观。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扩张

11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0.2%，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
点，仍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扩张步
伐有所放缓。

从具体行业看，服务业景气水平
回落。“受假期效应消退等因素影
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3%，
比上月下降 0.8个百分点，服务业市
场活跃度有所回落。从行业看，与居
民出行和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上
月受国庆假期带动形成较高基数，本
月指数高位回调，铁路运输、航空运
输、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电信广播电视
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
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
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
长较快。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为 59.3%，比上月上升 1.8个百分

点，表明多数服务业企业对未来行业
恢复发展信心较强。”赵庆河说。

建筑业扩张加快。建筑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5%，比上月上升 1.5 个百
分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建筑业施
工进度继续加快。从市场预期看，业
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2.6%，在高位景
气区间继续上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
进介绍，11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0.2%，显示非制造业经营
活动保持增长。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较上月有所上升，保持在55%的较高
水平，房屋建筑活动较上月有明显上
升，保交楼活动有所升温。金融业供
需活动较上月有明显增加。临近年
底，企业资金需求有所趋升，金融对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也相应显现。企业
对年底市场预期趋于乐观，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创出下半年以来新高，市场
乐观预期较为普遍。总体来看，非制
造业经营活动保持增长，市场需求有

恢复迹象，投资与消费相关行业预期
向好。

夯实经济回稳向上基础

11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4%，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仍
高于临界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总体继续扩张。”赵庆河说。

“整体而言，11月份制造业增速
虽略有放缓，但需求整体相对稳定，
生产保持扩张状态，新动能较快回升
反映出经济结构处于优化进程。”中
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分析，当
前各项扩需求、促增长以及支持实体
经济、壮大民营经济等政策继续发
力，着力夯实经济回稳向上运行基
础，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
说，11月份，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59.8%，较上月上升1.7个百分点，
创下自今年7月以来的新高。此外，建
筑业和服务业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
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分别创下自
今年5月和今年7月以来的新高。

“21个行业中，17个行业业务活
动预期指数较上月上升，显示市场乐
观预期较为普遍。综合数据变化，在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持
续发力下，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
稳中透强。”武威说，总体来看，非
制造业经营活动保持增长，市场需求
有恢复迹象，投资与消费相关行业预
期向好。但也要看到，市场需求恢复
力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宏观调控应
继续充分发挥政策与市场双驱动的作
用，推动经济平稳向好恢复。

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4%——

中国企业信心继续向好
本报记者 廖睿灵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原有步
行街环境不佳、设施老旧、体验单一
等问题与居民消费需求不相适应。近
日，商务部印发通知，将哈尔滨中央
大街等8条步行街确认为第三批“全
国示范步行街”。这 8 条步行街都位
于城市中心区域，拥有较为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商贸基因。
在 11 月 30 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
珏婷说，2020年6月以来，商务部将
哈尔滨中央大街等纳入了全国步行街
改造提升试点，会同各地遵循发展规
律，尊重历史文化，坚持市场导向，

“一街一策”制定工作方案，扎实推
进改造提升各项任务。改造提升后的
步行街呈现出明显变化：

一是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各步行
街围绕立面地面、绿化景观等优化街
区环境，呈现出美丽舒适、各具特色
的街区风貌。例如，哈尔滨中央大街

“一栋一策”完成了 62 栋建筑修缮，
欧陆风情更加浓郁；宁波老外滩增设
景观小品和美陈布置，点亮了沿江建
筑40余处。

二是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各步行
街在提升购物、餐饮等传统业态的同
时，引入沉浸式、体验式新兴业态，
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例如，青岛台东
提升活力商业、创想艺术等不同功能
区，联通啤酒街，升级美食街，打造
市井烟火和啤酒文化有机融合的集聚
区；石家庄湾里庙增设 30 个“商业
盒子”，新增商业空间 5000 余平方
米，从传统批发市场集聚区转型升级
为居民消费打卡地。

三是文化底蕴充分彰显。各步行
街传承历史文脉，挖掘独特文化内

涵，推动商旅文融合发展。例如，昆
明南屏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建设老字
号一条街；福州三坊七巷注重保护与
发展街区的历史文化精髓，彰显闽都
文化独特魅力。

四是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各步行
街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引导各方主体
共同参与改造提升，形成共商共治共
享的管理模式。例如，厦门中山路
打造数据监测、分析、发布和运行
保障中心，运用大数据提升街区治
理水平；合肥淮河路将商业街区改
造提升与城市更新工作相结合，实
现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城市管理

“三管合一”。
五是综合效益逐步显现。8条示

范步行街累计引入城市首店 162 家、
旗舰店 154 家，中华老字号品牌 46
个，国内国际品牌 6300 余个，消费
者和商户平均满意度均达到 90%以
上。2023年1—10月，客流量、营业
额同比分别增长53.3%和31.0%。

“截至目前，全国示范步行街数
量已达到 19 条，人们耳熟能详的北
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西安大唐不
夜 城 、 成 都 宽 窄 巷 子 等 都 位 列 其
中。”束珏婷说，商务部将总结推广
全国示范步行街经验，继续指导各地
推动已有步行街设施改造和业态升
级，提供更多舒适、便利的购物休闲
环境，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多元化
的消费需求。

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文化底蕴充分彰显

全国示范步行街已达 19 条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记者高敬） 从1973年发布第一个
环境标准至今，我国已经累计发布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2882 项，其中
现行有效的 2357 项，支撑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这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11 月
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
长赵柯在发布会上介绍，在标准
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标准体系
也扩充发展为现在的两级六类。
两级是国家级和地方级，六类是

生态环境的质量标准、风险管控
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监测标
准、基础标准、管理技术规范。现
行的标准体系，覆盖了各类环境要
素和管理领域，体系结构比较完
整，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准
体系基本建成。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标准的技
术内容、途径与国际接轨，限值指
标已经达到国际中等先进水平，其
中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现行有效生态环境标准达2357项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
继今年 6 月突破 13 亿千瓦后，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再创新
高，截至 10 月底突破14亿千瓦，达
到14.04亿千瓦，同比增长 20.8%，约
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9.9%。

其中，水电 4.2 亿千瓦、风电
4.04 亿千瓦、光伏发电 5.36 亿千
瓦、生物质发电0.44亿千瓦。预计
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将突
破14.5亿千瓦，风电光伏发电装机
将突破10亿千瓦。

今年 1—10月，全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到2.33万亿千瓦时，占
全国总发电量的 31.8%。其中，水
电 9805 亿千瓦时、风电 6968 亿千
瓦时、光伏 4898 亿千瓦时、生物
质 1640 亿千瓦时。预计全年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达到3万亿千
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

今 年 1—10 月 ，全 国 可 再 生
能源发电装机新增 1.91 亿千瓦，
较去年同期增加近 1 亿千瓦，同
比 增 长 90.8% ，占 全 国 新 增 装 机
的 76.4%。

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超14亿千瓦
占比接近50%

本报南昌11月30日电（记者
朱磊） 江西省玉山县近年积极推进
乡村治理数字化，打造县级指挥中
心平台，搭建数字治理、数字产业和
数字服务等板块，涵盖城市安全、精
准治理、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民生
服务、生态旅游、产业经济、数智底
座等 8 个应用场景，整合全县 23 个
单位共计 61 个数据资源库，实现

“一脑掌控、一图感知、一屏服务”。
着眼解决群众反映的学生防溺

水安全、农村“一老一小”关怀、
森林防火等数字服务诉求，玉山县
打造“数字关怀”“数字应急”等
14 个应用场景，全力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让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
和群众服务。该县将人脸识别、声
光预警等功能应用于“5G+防溺水
预警系统”，实现技防、人防、物
防高度融合。该系统自 2020 年投
入应用以来，劝告群众远离危险水
域1万余人次。

江西玉山加快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本报电 （陈天琪） 11 月 29
日，由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国潮起·万物生”良渚
2023 科技国潮产业大会在杭州良
渚新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 3 天，
设置了 6 场垂直论坛，以健康科
技、食品科技、智能科技等为主
题，探讨产业发展方向。

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刘颖表示，科技国潮产业在余杭发
展的基础雄厚、前景广阔。余杭正
充分挖掘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径
山文化等余杭特色文化，推动科技
国潮产业蓬勃发展，助力打造国潮

经济余杭样板。
近年来，余杭从完善产业政策

体系、打造文艺精品集群、加大资
金扶持力度、培育明星园区、助推
文化出海等方面加快构建以科技国
潮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体系。今年前
三季度，全区规上文化企业达 168
家，实现营收 3749 亿元、同比增长
17.8%，总量占全市的 55%，产业规
模居全省第一。在数字文化产业方
面，余杭以良渚新城等产业平台为
重点，构建了梦栖小镇升级版、良
渚数字文化社区等载体，目前已集
聚800余家数字文化类企业。

西安大唐不夜城夜景。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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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是全国重要的摩托车零部件产地之一，产品远销海外。图为11
月28日，在重庆市垫江县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科研人
员研究摩托车轮毂产品的改进。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聚焦广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出
台特色产业税收政策和纳税服务指引，助力当地农业特色产业持续向
好发展。图为近日，该局税务人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
那天花村百香果基地进行特色产业税收政策专项辅导工作，了解相关
税收政策落地情况。 符 梦摄

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屯头村迎来宫灯出口销售旺季，从
事宫灯设计生产的村民忙着制作各种类型的出口宫灯。该村宫灯产品
远销越南、韩国、日本等国，今年出口额已达6000万元。藁城宫灯历
史悠久，2007 年被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 11 月 29
日，游客在屯头村宫灯博物馆参观。 陈其保摄 （人民视觉）

2023 科 技 国 潮 产 业 大 会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