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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4 月 3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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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别 为 49.2% 、
56.4%和 54.4%。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虽然三大指数有不同程度回
落，但总体产出继续保持扩张，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制造业企业市场预期稳定

受市场需求不足和一季度制造业快速恢复形
成较高基数等因素影响，4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
至临界点以下，景气水平环比回落。

“制造业 PMI 在连续 3 个月运行在 50%以上后
落入收缩区间，显示目前经济仍处于恢复进程，
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内生动力不强、存量需求释放
后新增需求不足。”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二
级巡视员史朝晖说。

从行业看，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
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上，
产需继续释放；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指数均降至收缩
区间，相关行业市场需求不足，生产活动放缓。

从分类指数看，4月份构成制造业PMI的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7%。赵庆河分析，这表明
制造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稳定。

史朝晖表示，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虽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但仍处于相对较好水
平。其中，新动能相关企业对后市预期明显向
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预期指数较上月分别上升 1.4 和 2.4 个百分点。“农
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通用设备、专用
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60%以上高位景
气区间，表明相关行业预期向好。”史朝晖说。

服务业恢复基础继续巩固

赵庆河介绍，4月份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年内次高点，表明非制造业保持较高景气水平。

服务业恢复基础继续巩固。赵庆河分析，4月
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1%，高于上年同期
15.1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服务业恢复发展态势稳定向好。”

从行业看，与居民出行和消费密切相关的交
通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高于60%，行业业务总量明显增长；与企业生产
活动密切相关的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租
赁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位于57%以
上较高景气区间，行业发展态势向好。

从市场需求和预期看，分类指数中的新订单
指数为56.4%，保持在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市场
需求持续释放；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2.3%，连续
4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企业对市场恢复发展信
心较强。

同时，建筑业保持快速扩张。建筑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63.9%，连续三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
建筑业生产活动持续较快扩张。其中，土木工程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高于70%，表明随着重大
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土木工程建筑业施工进度不
断加快。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4.1%，高于上月0.4个百分点，建筑业企业对近期
市场发展预期向好。

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

4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4%。“综合
PMI仍处于较高运行水平，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
总体持续扩张。”赵庆河说。

具体看，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
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0.2%和
56.4%。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仍位于扩张区间。
赵庆河分析，该指数比上月回落4.4个百分点，仍
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生产总体保持扩张。

分行业看，装备制造业生产指数高于51%。史
朝晖表示，装备制造业在各重点行业中表现较为
突出，行业 PMI 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生产指数
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1%。“4月份，装备制造业延

续了扩张态势，其增长动能不断释放，对制造业
总体拉动作用比较明显。”史朝晖说。

史朝晖分析，从4月份企业调查数据看，目前
中国经济积极变化较为明显：一是生产要素成本
回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比重为43%，较上
月下降4.2个百分点，为2021年以来最低点。二是
人力资源保障和物流效率提升。反映物流成本高
和劳动力成本高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27.5%和 30%，
较上月下降 1.9 和 1.1 个百分点。三是企业资金状
况进一步趋好。反映资金融资难的企业今年以来
持续下降，4月份降至4.8%，为近年来最低值；反
映劳动力不足的企业比重也降至近年来的最低
值。四是汇率波动影响明显下降。企业反映汇率
波动影响的企业比重下降至 2022 年 8 月份以来最
低值。

4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4.4%——

企业生产经营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本报北京4月 30日电 （记者徐
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一季
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
各项贷款余额225.45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8%；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
余额 35.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6%，
比各项贷款高 11.8 个百分点，比上年
末高2.4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3.06万
亿元，同比多增1.09万亿元，季度增
量创有统计以来新高。

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6.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增速比
上年末高 2.2 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
2.38 万亿元，同比多增 8236 亿元；农
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8.5万亿元，同比
增长 17.3%；创业担保贷款余额 2929
亿元，同比增长 16.5%；助学贷款余额
1737亿元，同比增长 21.2%；全国脱贫
人口贷款余额 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一季度增加514亿元。

绿色贷款保持高速增长。一季度
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4.99万亿元，
同比增长 38.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7.2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3.39 万亿
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
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9.19万亿元和
7.47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7%。

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
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
款余额分别为11.09万亿元、6.26万亿
元 和 3.56 万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4.2%、32.1%和53.7%。分行业看，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
贷款余额6.01万亿元，同比增长24.8%，
比年初增加5121亿元；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4.84万亿元，同
比增长11.1%，比年初增加3113亿元。

工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中长期贷
款增速持续提升。一季度末，本外币工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8.95万亿元，同比
增长31.7%，增速比各项贷款高20.6个
百分点，比上年末高 5.2个百分点；一
季度增加1.94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亿
元。一季度末，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
款 余 额 59.42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8%，增速比上年末高 2.6 个百分
点；一季度增加3.72万亿元，同比多
增1.42万亿元。房地产业中长期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6.4%，增速比上年末高
2.4 个百分点。一季度末，本外币基
础设施中长期贷款余额 34.8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比上年末
高 2.2 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 2.16 万
亿元，同比多增7771亿元。

一季度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季度增量创新高
绿色贷款保持高速增长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周蕊、
谢希瑶） 2023 国际消费季暨上海

“五五购物节”启动活动及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论坛，4月29日晚在位
于上海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举行。

2023 国 际 消 费 季 是 商 务 部
“消费提振年”六大主题活动之
一，于5月到12月在全国范围组织
开展，通过“国际国内、线上线
下、政府企业、中央地方、贸易消

费”综合联动，组织开展一系列促
消费活动，提升消费国际化、品质
化、便利化水平，畅通全球优质商
品和服务产销对接、交流合作，促
进消费升级和潜力释放。同步启动
的第四届上海“五五购物节”发力新
客群、新供给、新场景，促进购物、文
旅、美食、赛事、展览五大领域联动，
打造全球消费目的地、消费集聚大
平台、城市消费博览会。

2023 国际消费季在沪启动

本报北京4月 30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
悉，全国首批首个“沙戈荒”新能
源基地——国家能源集团宁夏腾格
里沙漠新能源基地一期1吉瓦光伏
项目日前并网发电，探索出“新能
源建设+沙戈荒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新路径。项目并网后，每年可
提供清洁电能 18 亿千瓦时，可满
足15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项
目是国家千万千瓦级“沙戈荒”基地
中首批首个投产的基地项目，以建

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为主，配置建
设相应火电调峰机组，新能源总装
机规模1300万千瓦，规划总投资超
850 亿元。该项目也是国家第一条
以开发沙漠光伏大基地、输送新能
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宁
电入湘”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一期
1吉瓦光伏项目由国家能源集团龙
源电力负责实施，以建设“绿色能
源+生态治理”为目标，运用“林光
互补”“农光互补”技术，采取“林草
结合”模式，实现“板上发电、板间种
植、板下修复”新格局。

首个“沙戈荒”新能源基地一期项目并网发电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的中铝集团东北轻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生
产厂区作业。黑龙江省拥
有多家行业领军装备制造
企业。近年来，随着数字
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
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
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新进展，推动了企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五一”假期，安
徽省淮北市濉溪县濉
芜现代产业园内的汽
摩配件生产企业车间
一派繁忙，工人们坚
守一线，赶制订单产
品。图为工人在数控
车间忙碌。

万善朝摄
（人民视觉）

近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郑济铁路（山东段）项目无砟轨道施工
全部完成，为项目后续铺轨工作和通车运营奠定基础。郑济铁路是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连接线，对优化国家铁路网布局、推动山东省
中西部地区与中原地区互联互通意义重大。通车后，济南至郑州通行时
间将缩短至2小时。图为工人在检查无砟轨道。 武文成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激励广大职工团结奋斗，积极投
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央宣
传部、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23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

2023 年“最美职工”注重选树产
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
最终推选出陈闽慷、周时莹、潘阿
锁、陈建林、管益辉、次仁措姆、温
伟、李长青、刘正印等9名个人和中国
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迎水桥机务
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
组 1 个集体。他们均是 2023 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或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获得
者，有的长期致力于我国运载火箭研
究和工程实践；有的承担我国国产汽
车关键核心技术专项研发；有的在民营
企业坚持传帮带培养技能人才；有的带
领团队克服极限要求，实现高水平集成
创新；有的打破进口依赖，为复兴号高
铁装上“国产膝盖”；有的在繁忙的速递
工作中不忘热心公益；有的研制出多项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装置及关键
试验设备；有的是暴风雪“死亡路
段”抢险先锋；有的把初心写在抗疫
一线；有的 34 年来创造了沙漠铁路运
输生产中机车保养第一、运行正点率
第一、平稳操纵第一的佳绩……他们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时代风采，生
动诠释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
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

“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职

工”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侧
面采访讲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
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负责同志为

“最美职工”颁发证书。

“五一”假期，作
为“津门十景”之一
的天津古文化街开
启了“夜游”模式，繁
荣夜间文旅消费。全
街百余户商家延时
经营，助力城市“夜
经济”活力提升。同
时 ，天 津 古 文 化 街
全天设置特色文化
活 动 ，包 括 民 间 花
会 踩 街 、民间歌手
驻唱、主街探店寻宝
等多主题系列传统
文 化 民 俗 活 动 。图
为游客在天津古文
化街游玩。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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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 4 月 30 日电
（记者许舜达） 记者从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5月 1日 12时起，东
海将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浙江全
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渔船，
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
助船，将统一进入休渔期，目前已
有万余艘渔船归港休渔。

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
布的 《2023 年浙江省海洋捕捞休
渔禁渔规定通告》，小型张网渔船
开渔时间为 8 月 16 日 12 时，其他
作业渔船开渔时间为 9 月 16 日 12

时。如有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
和灯光围（敷）网4种作业类型的渔
船需在伏休期间申请开展虾蟹类、
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专项捕捞的，均
需上报农业农村部批准同意。

“捕捞许可证核定两种作业类
型或一种作业类型两种作业方式
的，只要其中一个作业类型处于休
渔期内，则该捕捞渔船仍要进行休
渔。”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发展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所有申请捕捞
许可证的渔船，不得在休渔期间实
施作业变更。

浙江万余艘渔船归港休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