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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
的数据，我国 5 月份国民经济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生产稳定
增长，需求持续恢复，就业物价
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转型
升级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表示，当前外
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
求依然不足，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下阶
段要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已经
确定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
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多项经济指标增速
明显改善

受“ 五 一 ”假 期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政 策 显 效、“6·18”
大促提前等因素影响，5 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3.7%，比上月加快 1.4 个百
分点。

从消费结构中可读出更多
信息：一方面，服务消费增速快
于商品消费。5 月份，餐饮收
入同比增长 5.0%，商品零售额
同 比 增 长 3.6%，均 较 上 月 回
升。另一方面，部分耐用品消
费增速反弹。5 月份，限额以
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2.9%，增
速 比 4 月 份 加 快 8.4 个 百 分
点；新能源乘用车交易量同比
增长 38.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司长刘爱华表示，今年以来，
从年初的冰雪经济到每个长假
的假日经济，文旅消费、数字消
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热点
为消费市场的恢复不断增添新

动力，消费市场总体呈现持续
恢复态势。随着消费新场景
不断涌现，新业态加快融合，
消费空间不断拓展，以及消费
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逐
步落实，市场消费潜力有望得
到持续释放。

根据国家统计局 6 月 12
日发布数据，5 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保持
温和上涨；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同比降幅比
上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 0.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刘雪燕分析：“今年以来，核
心 CPI 涨幅保持稳定，PPI 总
体低位回升，表明市场供求关
系改善，需求持续恢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温彬也认为，从消费能力
来看，5 月以来就业市场平稳，
为消费回暖提供基础。一季
度 居 民 收 入 增 速 继 续 快 于
GDP 增速，也有利于稳定消费
能力。

在经济运行方面，今年 5
月供需双方均表现出积极态
势。具体来看，生产供给稳步
增加。从粮食生产看，全国夏
收进展顺利；从工业看，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九成地区、八成行业、近
六成产品实现同比增长；从服
务业看，服务业增速回升。同
时，市场需求稳中有升。从投
资看，1—5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4.0%；从 外 贸
看，前 5 个月，进出口累计规模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劳动密
集型产品、家用电器、集成电
路、船舶等产品出口额均实现
较快增长。

“下阶段，随着供应增加，
食品价格仍将处于季节性低
位。工业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

策影响下，消费需求有望回升，
价格总体将稳中略升。服务价
格则在服务需求逐步恢复推动
下有望继续回升。”刘爱华说，
综合这几个因素判断，下阶段
CPI有望低位温和回升。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国家
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将加
快推动“两重”（发行超长期特
别国债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
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双新”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等各项政策落地
见效，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

多因素支撑积极效应
进一步释放

5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服
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发布信息显示，5 月
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等均
较上月有所回落，其中制造业
PMI 回落至 50% 的临界值以
下，另外两个指数保持在景气
区间运行。

业 内 分 析 认 为 ，制 造 业
PMI 的表现是受前期制造业
增长较快形成较高基数、有效
需求不足以及假期因素等影
响。从预期来看，制造业、服务
业和建筑业的预期都保持在高
景气区间运行，表明企业对行
业发展预期总体稳定。5 月份
的指数表现虽有所回调，但经
济稳定回升仍具备基础。

6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 5 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和
社会融资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1.14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 14.8 万亿元。

温彬表示，新增信贷和货
币供应量数据表面上虽然增量

不大，但效率更高，与高质量发
展要求相适应。后续，伴随货
币政策适时加力、财政政策效
果释放，以及房地产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支撑大宗消费，
需求端有望逐步好转，信贷增
量将相应加大。

6 月 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指出，着力推动已出台
政 策 措 施 落 地 见 效 ，继 续 研
究储备新的去库存、稳市场政
策措施。6 月 20 日，中国人民
银 行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报价出炉，1 年期和 5 年
期利率已分别 10 个月和 4 个
月 未 作 调 整 ，分 别 维 持 在
3.45% 和 3.95%。

温彬认为，5 月份多项房
地产金融政策出台后，多地纷
纷取消房贷利率下限、降低首
付比例与公积金贷款利率，这
使得新发生按揭贷款利率降
幅明显加大，银行息差进一步
承压，LPR 报价短期难有下调
空间。

近段时间，财政部积极推
动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工作和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截至
6 月 14 日，财政部已发行 4 期
次超长期特别国债共 1600 亿
元。其中，20 年期 400 亿元，
30 年期 850 亿元，50 年期 350
亿元。投资者认购积极踊跃，
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收益率基
本相当，社会评价积极正面。
对于未来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节奏，财政部将结合“两重”项
目建设需要和债券市场情况合
理把握。

此外，在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上，财政部积极研究提出“一揽
子”财税政策措施清单，同时督
促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
策。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
市）已全部印发本地区落实方

案，部分地方已取得初步成效。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高质量
发展，我国经济新动能亦在不
断成长。5 月份，我国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0.0%。其中，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13.7%，集
成电路、3D 打印设备、全集装
箱船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
增长。

一位国际关系与科技研究
机构的专家表示：“中国取得的
科技进步，将促进中国工业进
一步发展和转型。中国正向制
造业强国、工业强国的更高目
标发展，以合作共赢的方式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成
果。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正
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作
出重要贡献。”

这种向好势头让一些国际
机构、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前
景纷纷投出“信任票”。例如，
世界银行近期上调 2024 年中
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4.8%，比上
期预测值高出 0.3 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中
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 5%，
理由之一就是官方采取了行之
有效的政策措施。

“这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
增长的充分认可。”一位东欧国
家前政府官员表示，国际权威
机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主要基于中国经济数据良好表
现以及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
针对性措施，后者是中国经济
持 续 回 升 向 好 的 重 要 保 证 ，

“相信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更多
的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
增添新动力。”

经济专家分析认为，随着
外部环境渐趋复杂严峻，提振
国内有效需求、激发经营主体
活力仍是政策着力点。

刘爱华指出，一些政策的
出台实施时间还比较短，随着
政策进一步落实落地落细，其
效能还将进一步释放，持续助
推实体经济发展。

下阶段经济运行走势如
何？温彬认为，从下阶段各种
因素来看，尽管外部环境复杂
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
难和挑战，但中国外需将继续
保持韧性，出口短期内仍将保
持较快增长，并对相关产业链
形成提振。政策继续在扩大需
求方面发挥效应，特别是财政
政策发力空间充分，有望发挥
托底作用。

中信证券明明债券研究团
队建议，当前经济形势下，稳楼
市政策和政府债券发行提速是
推动经济恢复的重要措施。

55月经济回升向好总体平稳月经济回升向好总体平稳

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
地铁列车在山东青岛发布

近日，全球首列用于商业化运营的

碳纤维地铁列车“CETROVO 1.0 碳星快

轨”在山东青岛正式发布。该车较传统

地铁车辆减重11%，将引领地铁列车实

现全新绿色升级。该车由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青岛地

铁集团研制。目前，列车已完成厂内型

式试验，按照计划，年内将在青岛地铁1

号线投入载客示范运营。图为发布仪

式现场观众参观列车。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 邓旺强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