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大幅提高关税

2024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对贸

易伙伴征收所谓的“对等关税”措施，并设立10%的

“最低基准关税”，其中对中国税率为34%，后又逐步提

高至12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针对当前

特朗普变本加厉挑起关税战的形势，我国要在分析其政

策逻辑及其错误和软肋基础上，采取反制霸凌与反对脱

钩的两手并用方式加以应对，包括联手金砖成员国、发

展中国家以及非美西方国家（即美国传统盟友国）抵制

美国关税战政策。同时提升我国经济产业技术水平和巩

固生产率追赶势头，直面内需不足消费偏弱伴随的内外

不平衡因素，着力实施扩内需、增收入、促消费的再平

衡战略，夯实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摘自新浪财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专家万喆表示，应对美国

贸易战的信心来源来自中国经济的抗压基因。我们有超

大规模的市场，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

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目前的一揽子政策，能够托举内

需，拉动经济增长，整体应对能力持续增强。另外，我

们有完整的产业链。此外在5G、新能源等领域也形成

了“灯塔工厂”的集群。一些企业也具备了从芯片到终

端的垂直整合能力。

（摘自央视新闻）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非常强大的自我调整能

力，“闪转腾挪”的空间比较大，可以通过扩大内需、

增加对企业的支持措施，一方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

时也为宏观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新的动力，来使今年经济

增长能有比较平稳的表现。

（摘自京报网）

发放生育补贴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制定促进生育政策，

发放育儿补贴。近期又有不少地区的补贴政策已从“纸

上”落到“账上”，例如，江苏生育津贴不用准备材料

直接发放到账；呼和浩特为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发放

补贴1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表示，社

会各界应达成共识——生育补贴理应覆盖一孩家庭。当

前，很多地方补贴只针对二孩和三孩家庭，原因在于这

些家庭数量相对较少，实施补贴不会给财政带来过大压

力。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是对的，先有制度，优先二

孩、三孩家庭，后续要扩展到一孩家庭。

（摘自央视新闻）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我国生育

率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东低西高”。相比于大城市，

同样的育儿补贴支持，更有利于提升县域和农村的生育

水平，但这类地区往往又面临财政压力。因此，应建立

国家生育支持基金，探索建立由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多

元化的育儿补贴制度，并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倾斜。

在一线城市和财政宽裕、生育率低的地区率先试点一孩

生育补贴。

（摘自工人日报）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代表的
民营企业成为深度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与受
益者。图为民营企业的新能
源汽车生产工厂。

共促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必要补充”成长为“重要组成

部分”，再到新时代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

始终与国家发展步伐同频。国家重大战略为民营企业提

供了技术、资本、政策等全方位的支持，民营经济通过

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既能实现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张，又

能反哺战略目标的落地，形成“战略指引—创新突破—

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如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

国家能源集团与动力电池企业共建储能电站，打造了国

企提供电网接入和土地资源、民企贡献电池技术与运营

经验的合作新模式，形成了“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

协同发展态势。再比如，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

年，我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年均直接投资

241.5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占比49.6%，以新能

源汽车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成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先行者与受益者。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如何以国家战略为牵引，进一

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是值得关注的关键命题。一

方面，民营企业要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市

场需要做到从“战略契合”到“价值共创”，不断增强

发展动力，在全球竞争中实现基业长青。另一方面，应

完善战略协同政策体系，强化政策牵引，将国家战略导

向转化为民营企业可操作的创新路线图，打破市场准入

隐性壁垒，同时在前沿领域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战略性支

持，让国家战略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力。

（摘自光明日报《共促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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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四

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外运动

产业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国家

体育总局 《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

（2023—2024）》数据，2023—2024年，我

国户外运动产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户外运动

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户外运动爱好者年均消费

2000—5000元。

近年来，四川打造多种户外赛事活动，其

中“跑遍四川”“和美乡村健康跑（村跑）”

等系列赛事品牌已覆盖了成都、乐山、宜宾、

自贡、甘孜等多个市（州）。随着天气变暖，

户外运动正以多种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全民运动热潮升温。

出发！
一起 Citywalk！

为何火爆？ 从登山、滑雪、骑行，再到今
年刷爆朋友圈的Citywalk （城市徒步，一种
新型的城市微旅游方式），多项户外运动成为
潮流，为人们促进身心健康、享受大自然、
增进人际关系提供新渠道。

资源丰 前景好 四川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山地、水域、雪山、丘陵、
盆地等多地貌的省份，为人们参与户外运动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

“流量”变“增量” 马拉松是热门户外运动之一，
2025全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第1站）暨第八届信利眉
山仁寿半程马拉松·跑遍四川（眉山站）鸣枪开跑，有
2.5万名选手参赛，“一日办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
多人消费”，赛事期间共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3.3亿元，
间接带动消费约6.2亿元。

“热力”变“拉力” 2024年，四川体育、
娱乐用品类成热点商品，限额以上单位体育
娱乐用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4%。人们
参与户外运动可以拉动制造业、服务业、旅
游业等多种业态发展。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图说四川



全国全国

2025年1—2月，内蒙古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持续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加大冬施项目

建设力度，有效激发投资活力，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0.2%。其中，

全区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4倍，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13.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2.4%。

20.0%。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五年来，

我国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带动就业增长。

2023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1.2亿个，比

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

份）增长43.1%，年均增长7.4%；法人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共吸收从业人员6.1亿人，比

2018年末增长14.3%，年均增长2.7%。

在2024年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

稳的政策作用下，北京楼市出现积极变化。

2025年初，受入学需求和部分改善需求的直

接拉动，北京房地产市场交易逐步改善。1—2

月，全市住宅新开工面积118.9万平方米，增

长 86.7%，纯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3.9%。

1.2亿个

四川

1662.7亿元

20.0%

20.2%

86.7% 2025年，甘孜以饲草产业提质增效为抓手，

聚焦“扩规模、提质量、壮主体、育良种、延链

条”，推动饲草产业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方向迈进。预计全年可增加鲜草145

万吨，可保障79.45万羊单位饲草供给，产业链

综合产值预计突破9亿元，饲草自给率从65%

提升至88%，为畜牧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保障。

145万吨

2025年以来，四川出台稳外贸“新八条”，

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帮助更多四川企业“触

电”出海。同时，四川企业积极发展新技术、新

业态，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2025

年1—2月，四川外贸进出口额达1662.7亿元，

规模居全国第八、中西部第一，同比增长5.9%，

实现逆势增长。

贵州自2024年起全面推进“富矿精开”

战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支持“采矿—选

矿—加工”一体化企业发展，推动磷、铝、锂

等资源精深加工，取得良好效果。2025年

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

期增长 9.9%， 其 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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