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施策重点

大力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瞄准新质生产力发展方

向，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商业

航天、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量子、脑科

学、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做好前瞻性部署，厚植发展

新优势。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积极拓展应用场

景和应用空间，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大数据中

心、移动终端建设，实现网络贯通、万物互联，放大新

型基础设施乘数效应。加强传统产业升级，深入实施产

业基础再造工程，改造传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取得新成效。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对传统产

业的渗透融合，提升企业数字管理和柔性管理水平，打

造“数字工厂”“灯塔工厂”“未来工厂”，更好适应柔

性制造、个性化生产新范式要求，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

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必须深刻把握基础

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性、长久性作用，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力度，包容探索性失误，夯实科技自立自强

根基。重大科技创新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参与人员

多、资金消耗大、攻关周期长，要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成果涌现提供基础理论支

撑和技术源头供给。新技术的不断突破离不开能够创造

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

应用型人才，要进一步完善各类人才选拔培育机制，打

造科研人才培养平台，坚持创新不问出身，深入实施揭

榜挂帅，鼓励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畅通教育、科技与人

才的良性循环，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高度重

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让更多青年才俊在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中大显身手。

。

（摘自光明日报《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目标为5%左右

2024年3月5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会上，提请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目标为5%左右。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表示，报告把今年经济

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是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而制定的。从当前需要看，要扩大就

业、增加居民收入、防范化解风险，都需要一定的经济

增速。从长远来看，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目标，大体要保持在5%左右的经济增速。

（摘自人民网）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付凌晖认为，5%的预期目标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经济

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各

方面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经济增速如果过低，可能导致经济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暴露，风险就会增加。如果经济增速设定过

高，会导致各方面资源条件比较紧张，不利于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些方面来看，5%的预期增长目

标符合当前发展情况。

（摘自中国政府网）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由于当

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存在负向

产出缺口，要实现5.0%左右的经济增速，中国政府

需要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摘自 21世纪经济报道）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

2024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一年期LPR维持在3.45%不变，五年期以上LPR从

4.20%下调至3.95%，下调幅度达到25个基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任涛认为，本

次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调25个基点，是2019年8

月LPR新报价机制形成以来的单次最大下调幅度，释

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同时，LPR的非对称调整也

使得LPR期限利差收窄至50个基点的历史最低水平，

体现出推动金融向实体让利的政策导向。最后，由于

5年期以上LPR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基准利率，本次5

年期以上LPR大幅下调有助于向市场释放稳楼市的

信号。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马泓指出，此次

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95%，货币政策总体保持着

相对宽松的基调。对房地产市场而言，调降中长期

LPR基准利率有助于降低居民购置房产和存量房贷的

偿付压力。由于当前商品房销售复苏情况不及预期，

市场信心恢复需要更多政策扶持和耐心。基于5年期

LPR基准利率的下调，后续商业银行房贷利率也会响

应调降。

（摘自澎湃新闻）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

员董希淼认为，5年期以上LPR下降之后，居民房贷

利息支出将减少，有助于提振居民住房消费的意愿和

能力。同时还将降低企事业单位贷款的中长期贷款利

率，进一步激发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融资需求，这样有

助于长期贷款占比较高的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也有助于减轻地方债务利息支出压力。

（摘自央广网）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4年第03期)

获取更多数据及财经资讯，请下载四川省情APP客

户端!

下载方式：安卓手机用户可在腾讯应用宝、360移

动开放平台、华为应用市场、小米应用商店等下载，苹

果手机用户在App�Store中搜索“四川省情"下载。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图说四川

图说
四

天府好物
近期，“雅安鱼子酱销全球”和“安岳柠檬出口首破亿元”连续登上热

搜，让人们关注和了解到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的四川，孕育出了

形态丰富的“川字号”优势特色产业，川粮、川果、川茶、川药、川油、

川菜、川鱼等都有不错表现。2023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接近1万亿元，

达到9977.8亿元，比上年增长4%。
川果 2023年，全省出口柠檬及酸橙1.4亿元，规模位居全国第
一。其中，安岳柠檬作为四川首个出口破亿元的鲜果，出口金额为
1.28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省柠檬及酸橙类出口总额的九成
以上。图为四川某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正在分拣柠檬。

川菜 《2023年中国蔬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
四川蔬菜种植面积达1480.37千公顷，产量5039.09万吨，均
位居全国第五。图为达州集体经济种植园区内，村民正加紧采
摘红辣椒。

川茶 2023年全省茶叶综合产
值达到1200亿元，增长11.1%，
是2021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以
来增速最快的一年。图为眉山复
兴村茶山。

川粮 一年好景在春耕，各地不负春光、抢抓农时，天府粮仓，热闹起来。2023年四川粮食总
产量为718.8亿斤，同比增加16.7亿斤，增长2.4%，继2021年后再创历史新高。图为南充某现
代粮油产业园区智能化育秧中心，农民伴随输送带将秧盘挨个放进田中。

川鱼 2023年，雅安鱼子酱总
产量59.8吨，产值达1.24亿元，
冷水鱼及其附加产品产值达5.5亿
元以上，“天府鱼子酱产业集群”
发展势头正盛。图为航拍雅安水
产现代农业园区鲟鱼养殖基地。



四川

2023年四川规模以上服务业延续平

稳恢复态势，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5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16.0%，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7.7个百分点；户均规模超过

1.25亿元，比上年增加0.1亿元；实现利

润总额 1156.53 亿 元 ，比上年增长

64.6%；盈利面达到71.6%。

全国

2023年，广东快递“进村、进厂、出

海”工程有力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取得

积极成效，快递与制造业更加深度融合发展，

快递业务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全年快递业务

量完成345.7亿件，增长14.7%，占全国比

重为26.2%；快递业务收入完成2826.6亿

元，增长12.6%，占全国比重为23.4%。广

东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国快递业务量唯一突

破300亿件大关的省份。

十年来，京津冀三地深入紧密围绕《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各阶段重点任务推动

工作，区域发展格局日渐清晰，协同发展交出

亮眼答卷。202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为

10.4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2013年的1.9

倍；三次产业构成由 2013年的 6.2∶35.7∶

58.1变化为2023年的4.6∶27.7∶67.7，第

三产业比重提高9.6个百分点；截至2023年

末，京津冀地区高铁总里程达到2576公里，

实现对区域内所有地级市的全覆盖。38.3%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12.95万亿元

2023年，我国加快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积极推进文化企业发

展持续回升向好，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

强，文娱休闲行业快速恢复，文化新业态

行业带动效应明显，文化企业经营效益持

续提升。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12.95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8.2%，其中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

入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2%。

345.7亿件

64.6%

2023年，宜宾严格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恢复补充流出耕地10万亩，

加快耕地宜机化改造，全面完成28.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粮食喜获丰

收。全市粮食总产量259.51万吨，比

上年增长3.2%，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2023年，上海统筹各类资源，在海

外举行了50余场投资促进活动，全方

位、多角度介绍上海的投资潜力和营商

环境，取得了良好的外资招引效果。全

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6017家，比上年

增长 38.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240.8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5%。

10.4万亿元

259.5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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