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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近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利

长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融资室副主任李

泽正认为，新一轮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有利于高端、新型产业更好发展，有利于经济结构

优化、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摘自央视新闻）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处于疫后恢复期，回升向好的态

势没有改变，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尤其是有效需求

不足，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等。推动新一轮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助于统筹扩大有效

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加

快经济绿色转型。

（摘自中新财经）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政策室主任盛朝迅认为，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培育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大举措，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会不断扩大

市场容量和市场空间，让各种新技术能够竞争成长，让

国内市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加速器、放大器。

（摘自湖南日报）

跨国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

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2月，全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60家，同比增长34.9%。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跨国公司依旧看好中国市

场发展机遇，持续加码“投资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全

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越表示，中国一方面

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为外资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

间，另一方面具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有利于产

业链上下游形成聚合优势，助力外资企业加大在华投

资力度。

（摘自证券日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尹

佳音认为，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将继续深度参与我国先

进产业链的打造和创新链的升级，分享发展机遇，实

现互利共赢。随着《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

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中一系列更大力度吸引

外资的综合性举措逐步发挥效力，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谋划经济发展，陆续制定更为细化、实化的支

持政策，外资企业在我国开展业务的成本将会进一步

降低，来华深耕的动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摘自中国证券报）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聂平香表示，中高端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将给跨国公司更多机

会，让跨国公司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同时也为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

有助于实现我国外商投资稳量提质。

（摘自上海证券报）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整体表现低迷、外

需疲弱的背景下，2023年我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仍取得

了进一步的突破。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国际形势日

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领域。

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新质生产力将成为

我们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

的生产关系，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首先，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新质生

产力。在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科学技术的

国际交流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路径。要通过高质量

的“引进来”和高水平的“走出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要积极鼓励并创造条件支持科技、教育领域的国

际交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和创新成果，为我国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其次，通过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

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

外开放新高地，更好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田作

用，强化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规则探索，勇

于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进行先行先试，探索构建高标准服

务业开放的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与执法体制。对外开放由释放要素流动性转向支持研发

和创新的开放制度构建，产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力，为形成强大的新质生产力提供先进制度保障。

最后，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发

展基础。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交

流互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实现对外开放与对

内开放同步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环境基础。

（摘自光明日报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培育

新质生产力》）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以旧换新将有力促进消费。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4年第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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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时代，会展还有吸引力吗？还能吸金吗?答案是肯定的，单从成都来看，2023年，成都共举

办1058场重大会展活动，参与人数12157.7万人次，会展业总收入1480.8亿元，拉动收入1330.3

亿元。电商“凶猛”，但让上下游企业“看见”彼此的会展依然有无可替代的魅力，依然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推动力。

“会展”依然“吸金”

挖潜力促消费 第11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暨春糖节吸引超6600家展商和超40万人次专业观众参与，带动城市服务业综合
增收102.5亿元。

架桥梁引投资 第十九届西部国际博览会深度推动“西部
合作、东西合作、中外合作”。四川签约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超
13亿元。图为观众体验VR云旅游。

看场馆见专业 场馆的
变化见证着会展业发展的专业
化、高端化。目前成都拥有8
个会展场馆，可供展览面积近
60万平方米。图为天府农业
博览园。

走出去引进来 第十四届中国泡
菜食品国际博览会吸引了包括澳大利
亚、新西兰、俄罗斯、韩国、法国等
20个国家在内的306家参展商共襄
盛会，现场重点项目签约金额达
141.88亿元。

增活力驭未来 第二十六届成都国
际汽车展览会观展人次达90.2万，成交
金额达60.87亿元，增强了汽车产业消
费活力。



四川

在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以及促消

费政策持续生效的作用下，四川汽车类消

费持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24年1—2

月，全省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6.8%，高于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增速1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

增长37.1%，对汽车零售市场支撑明显；

限额以上二手车零售额同比增长49.6%，

为汽车市场持续稳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全国

岁末年初，各大电商平台、带货直播间、

外卖平台年货节焕新出发，突出性价比，推

出“跨店满减”等优惠活动，带动网络销售

快速增长。2024年1—2月，江苏限额以上

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627.2亿

元，同比增长16.5%，拉动全省限额以上零

售额增长3.1个百分点。

2024年以来，河北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大工业投资力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2月，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4.7%，增

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8.8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

提高17.6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1个

百分点，贡献率达到101.5%，占全省投资的

比重达到33.7%。

1301.2亿千瓦时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66138亿元

在外部需求回暖和我国商品竞争力持

续增强的双重影响下，2024年1—2月，

全国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 66138亿元，

同比增长 8.7%。其中，出口 37523 亿

元，增长10.3%；进口28615亿元，增

长6.7%；贸易顺差达8909亿元。

16.5%

49.6%

依靠宜居的环境和持续发展的产

业，成都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2023年末，成都常住人口达2140.3万

人，比2022年末增加13.5万人；户籍

人口达 1598.2 万人，比 2022 年增加

26.7万人。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加大能源开发

力度，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

源发展，使得发电量持续增长。2024

年1—2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电

量达 1301.2 亿千瓦时，居全国首位，

同比增长14.0%，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的态势。其中，太阳能发电量30.2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8.4%。

24.7% 13.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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