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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季經濟逐月向好
企業銷售收入增速回升 上月增12.8% 住宿餐飲等服務業超疫前水平

「企業生產就有銷售，有銷售就要開
票。」稅務部門掌握的增值稅發票等

稅收大數據，能夠較為及時全面反映宏觀經
濟運行形勢。王軍在發布會上表示，2022年
以來企業銷售收入增速呈現兩個「V」字型，
「V」字型的最低點分別在2022年4月和12
月，增幅降至-7.4%和-3.1%。2023年以來，
企業銷售收入增速則逐步回升，並且增幅逐
月提高，一路上行至3月的同比增速12.8%，
一季度增長4.7%。

3月中國企業採購金額增14.1%
「稅收大數據顯示，企業對未來生產經營
的信心在一步一步增強。」王軍稱，3月全國
企業採購金額同比增長14.1%，較1—2月提
高12.8個百分點，4月1—5日進一步提升至
23.8%，企業前期有較多的採購，意味着後期
就有較大的銷售。

王軍還指出，有兩項數據已接近或超過疫
情前2019年水平。一是住宿餐飲、文體娛
樂、居民服務行業的銷售收入增速，一季度
同比分別增長22.8%、13.7%、9.4%，較2022
年全年加快22.7個、17.6個、6.5個百分點，
表明這些接觸類服務業回升較為明顯。
二是銷售收入實現正增長的行業數量佔
比，國民經濟473個中類行業、1,382個小類
行業中，分別有79.7%和75.8%在3月實現正
增長，而1—2月這一比例均在56%左右，4
月1—5日實現正增長的行業中類和小類提升
至86.9%和82.3%，表明經濟運行態勢逐步回
升向好。
工業生產逐步恢復向好，3月份，全國工業

企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7%，較去年全年加快
1.2個百分點。其中，智能消費設備製造、通
信設備製造同比分別增長36.4%和12%。「在
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持續下降的

形勢下銷售收入能有這樣的增幅，實屬難能
可貴。」此外，3月高技術產業銷售收入同比
增速加快至15.6%，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同比增
長14.1%，較去年全年加快7.3個百分點。

房地產銷售收入頭兩月轉正 3月增17.9%
住房消費亦呈現回暖跡象，房地產業1-2

月份銷售收入由負轉正，同比增長2.3%，
較去年全年加快19.5個百分點；3月份增速
進一步提升，同比增長17.9%。

專家：須推進結構改革激市場活力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指出，當前官

方及民間數據均顯示，企業銷售、利潤、融
資等狀況轉好，以及企業為滿足訂單增長主
動增加庫存；面臨的主要困難則是外需乏
力，房地產市場有待回暖，受疫情和房地產
市場影響，居民資產負債表受到一定損害。

因此，需要進一步推進結構改革，激發市場
的活力，為下步經濟增長鋪平道路。
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指出，目前處於
疫後經濟的觀察期，經濟同比增速由於低基數
擾動而高企。外需方面，受去年上海疫情低基
數支撐，中國出口同比降幅將收窄，但環比增
速或仍下滑；內需方面，即將迎來同比增速攀
升，但環比擴張已趨緩。服務消費修復最強期
已過，車企降價促銷但效果可能有限。失業率
尤其青年失業率處歷史同期高位，掣肘整體消
費復甦斜率。
「歷史可見，當經濟同比增速由於低基數擾

動而高企時，即使環比邊際走弱，政策往往也
不急於發力。」伍戈認為，「不要有大幹快上
的衝動」、「大興調查研究」等政策方向明
確，近期政策利率仍將穩定，信貸投放高位趨
緩，財政前置但節奏更趨均衡，或為下半年留
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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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2023年中國內地繼續實施積極的財
政政策，稅費優惠政策是重要內容之
一。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王道樹6
日表示，今年年初以來，財稅等部門分
兩批延續和優化稅費優惠政策，預計全
年新增減稅降費1.2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加上繼續實施的增值稅留抵退
稅，預計全年可為經營主體減輕稅費負
擔超1.8萬億元。
王道樹在國新辦發布會上稱，2023年

稅費優惠政策一方面突出連續性、該延
續的延續，例如延續實施物流企業大宗
商品倉儲用地減半徵收城鎮土地使用
稅、減徵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一批實施
效果好、社會期待高的政策，及時穩定
社會預期；另一方面突出精準性、該優
化的優化，例如優化實施小規模納稅人
減徵增值稅、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
徵所得稅等一批支持小微經營主體紓困
發展的政策，突出對小微企業、個體工
商戶的支持。
此外，今年稅費優惠政策還突出制度
性、該創新的創新，例如將企業研發費
用加計扣除比例由 75%統一提高到
100%，並且作為制度性安排長期實施，
進一步營造激勵企業創新投入的良好稅
制環境。

稅策四方面支持科創
在支持科技創新方面，國家稅務總
局總會計師羅天舒表示，稅收政策將
在四方面支持創新。一是既支持基礎
研究，又支持應用創新，落實落細企
業投入基礎研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等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二是進一步
落實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

車等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認真落實
好剛剛明確的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
75%統一提高至100%這一制度性安排，推動傳
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三是落實好鼓勵科技企
業孵化器等創業平台及創業投資企業的稅收優
惠政策，幫助初創企業更好成長，進一步實施
好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支持成熟期
的創新企業不斷做大做強；四是通過實施固定
資產加速折舊等政策，支持企業設備的升級換
代；同時，對企業科技人員取得的股權獎勵以
及高校院所研究人員取得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的
獎勵給予個人所得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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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2023
上海全球投資促進大會6日在滬舉行，一批招商引
資、招才引智工作成果發布。2022年，上海簽約
落地的億元以上重點招商項目1,375個，總投資超
1.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今年以來，上海重
大產業項目總投資已超5,500億元，超越去年同
期。
此次大會上，26個規模大、能級高的代表性項

目進行現場簽約，總投資674億元，涉及數字經
濟、綠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終端等，其中，赫
力昂計劃投資10億元，在臨港新片區打造大健康
產品生產基地項目，助力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生物醫藥產業創新高地；于萬科技擬投
資10億元設立智駕研發中心。

企業：營商環境提升帶來機遇
「我們對中國整個市場充滿信心，中國是增長

最快的化工市場，上海則是集團大中華區總部所
在地，也是我們的研發中心，上海也有非常高端
的產業鏈，我們也將進一步擴大與在華合作夥伴
的協同創新，助力可持續發展。」巴斯夫大中華
區董事長兼總裁樓劍鋒受訪時表示。多年來巴斯
夫建立了上海浦東科技園、化工生產基地以及研
發創新園等，樓劍鋒表示，相信上海乃至全國優
質營商環境的提升，會為落戶企業帶來更多機
遇。

引進總部項目購租房最高補貼1000萬
藍晶微生物的聯合創始人兼CEO張浩千則表

示，公司計劃在上海設立研發創新總部，並計劃
在滬投資6億元，建成一個高通量、自動化、數字
化的合成生物學研發平台，冀將合成生物學從實
驗室到工業場景的創新鏈條全部打通，持續推動
創新產品的產業化落地。「近年來隨着上海優化

營商環境、加快經濟恢復等相關政策的發布，激
發了創業主體的創新活力，這讓我們對未來的發
展充滿信心。」
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劉平介紹，自2021年以
來，上海已發布兩批共20家全球招商合作夥伴名
單，合作夥伴已幫助上海招引推進重大產業項目超
過40項，總投資超過500億元。此次大會則發布了
新一輪投促政策，例如將推行落地即獎勵「新計
劃」，對引進總部項目購租房最高給予1,000萬元
補助，對重大招商項目最高獎勵1億元；對增資擴
產項目，採取貸款貼息、融資租賃補貼的支持方式
等。
此次大會還首次引入招才引智簽約環節，10名
來自海內外的科學家和高端產業人才與10家本市
企業及研究機構簽約合作，加快創新成果轉化。
未來，上海還將在燃料電池、工業軟件、智慧交
通等諸多領域加快技術創新步伐。

上海全球投資促進大會開幕
26項目簽約總投資67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從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獲悉，4月6日，
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
開庭審理了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
公司原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徐寶義受
賄、國有公司人員失職、內幕交易一
案。
大同市人民檢察院指控稱，2006年至
2021年，被告人徐寶義利用擔任黑龍江
省大慶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企業上市
辦公室副主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助理，甘肅省國
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國
供銷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中國供
銷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中國儲備
糧管理總公司（後更名為中國儲備糧管
理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
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形
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工
程承攬、企業經營、工程款支付及工作
安排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
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380.3489
萬元人民幣。

曾非法獲取證券交易內幕信息
大同市人民檢察院同時指控稱，2014
年2月至9月，徐寶義擔任中國供銷石
油有限公司董事長、法定代表人期間，
嚴重不負責任，違規開展名為化肥購
銷、實為資金借貸的貿易性融資，致使
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2015年，
徐寶義非法獲取證券交易內幕信息，在
該信息尚未公開前，明示他人買賣該證
券，情節特別嚴重。
檢察機關提請以受賄罪、國有公司
人員失職罪、內幕交易罪追究徐寶義
的刑事責任。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相關證
據，被告人徐寶義及其辯護人進行了
質證，控辯雙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發表了辯論意見，徐寶義進行了最後
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
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2022年1月，官方通報徐寶義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被查。同年6月，官方通
報其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
職。他被指「政治品行卑劣，長期大
搞政治投機鑽營，大肆編造履歷，挖
空心思跑官要官，並處心積慮試探組
織態度」，還被指「道德敗壞，大肆
進行權色、錢色交易」「借賭斂財，
靠糧吃糧」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曾於2022年12月對十起違反中央八項
規定精神典型問題進行公開通報，其
中包括徐寶義違規收受禮品、禮金，
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
違規出入私人會所，公車私用問題。
他被指在2013年至2022年先後收受禮
金共計24萬元人民幣和高檔白酒37
瓶；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務對象安排的
宴請和私營企業主在私人會所安排的
宴請，並打牌賭博；違規使用公車，
接送本人參加吃請以及家人出行。
今年1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十起
糧食購銷領域違紀違法典型案例進行公
開通報，其中包括徐寶義干預和插手糧
食業務招標代理、受賄案。徐寶義被指
接受他人請託，違規向中儲糧集團公司
負責招標代理的工作人員打招呼，幫助
某招標公司進入中儲糧集團公司招標代
理機構名錄，以及「利用職務便利，在
糧食物流倉儲經營、收儲庫點確定等方
面，為他人謀取利益」等。

中儲糧原副總經理徐寶義一審開庭
被控受賄1380餘萬元

◆2023上海全球投資促進大會6日在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中國今年首季經濟逐月向好，企業銷售收入增速逐月提高至3月同比增速12.8%。圖為位於台州市的浙江博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動化生產線上，工業機器人和
人工合作生產汽車部件。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