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1增速下降怎么看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301.85万亿元，同比增长7%；狭义货币

（M1）余额64.68万亿元，同比下降4.2%；流通中货币

（M0）余额11.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7%。M1增速在

上月同比下降1.4%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引发市场关注。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指出，M1连续两个月

快速下行且处于同比负增长状态，为有历史纪录以来首次。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受金融“挤水分”影响，近两个月

企业贷款数据同比大幅少增，这会直接导致企业活期存款

减少；二是当前楼市低迷以及市场主体经营和投资活跃度

不足，也会对企业存款“活化”带来不利影响。

（摘自经济观察网）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年初以来债市

走牛提振理财等资管产品收益率，银行存款加快向理财等

分流；监管部门加大对资金空转套利、银行手工补息等行

为的规范，挤出部分虚增的存贷款水分；此外，优化金融

业增加值核算，个别地方政府通过扩张存贷款提高金融增

加值的动力也明显减弱。这些都对M1增长形成较大扰动，

但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且当前“挤

水分”的效应也使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实、效率

更高。

（摘自北京商报）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

希淼表示，今年以来，在金融业“挤水分”等因素综合影

响下，M1增速下行，这一现象并非企业预期偏弱单一因

素影响，不宜过度解读。总体而言，5月份市场流动性保

持合理充裕，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服务较为有力。

（摘自风口财经）

70城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继续下探

“5·17”楼市新政后，房价走势如何一直是市场关注

的话题。近日，国家统计局5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出炉，数据显示，70城房价仍在下探中，二手房呈

现普跌态势，新房仅上海和太原房价实现环比增长。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来看，5月70城房价还处于盘整阶段，“5·17”楼市

新政对于不同城市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需求侧的信心提

振在热点一、二线城市表现更为明显。需求侧降首付叠加

公积金利率和商贷利率的下调，有效降低了购房门槛，对

于提高后续购房者入市积极性将产生实质影响，有利于活

跃房地产销售市场，促进市场复苏。

（摘自中国消费者报）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5

月份，全国7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下跌，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房销售缩量，开发商资金链紧张，

不得不打折促销。另一方面，二手房价格继续下跌，且比

同区域、同品质新房价格普遍要低，需求转向单价更低、

总价可控的二手房，导致新房需求端更加弱势。

（摘自新京报）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分析称，“5·17”

楼市新政后，5月楼市无论是成交量还是价格方面，表现

均不及预期，市场总体仍处于底部调整阶段。中长期来

看，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或仍依赖于居民就业收入预期的好

转。6月进入房企年中促销季后，预计“以价换量”趋势

或持续，短期价格仍然缺乏稳定上涨的动力，新房、二手

房价格可能继续下跌。

（摘自金融界）

化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后顾之忧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类型丰富多

样的新就业形态，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在稳经济、保就

业、促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行的法律和社

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很好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方面权

益仍待进一步保障。

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考题”，有必要凝聚多

方合力，强化源头治理，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化解

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后顾之忧，营造安心、舒心、放

心工作的制度环境。

强规范，完善劳动法律法规。逐步将新就业形态用工

形式纳入法律规范，特别是通过全国统一立法，界定不同

类型用工形式下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及其适用标准。法律

层面有了劳动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明确依据，将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产生实质意义。

补短板，探索适应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社会

保障制度方面的积极变化已不断显现，比如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启动以来，截至今年3月末，已

有801.7万人被纳入保障范围。又如，前不久人社部等部

门印发通知，探索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

合调解工作模式，直指劳动者维权难度大、举证能力弱等

痛点。既要给制度“打补丁”，也期待更多前瞻性创新，

探索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

（摘自经济日报 《金观平：化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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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四

看，热辣四川！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圆满落幕，伴随着暑

假旅游和各赛事等活动加持，全省民俗游、

文化游、乡村游人气高涨，古镇、文化场馆

均迎来大批客流。

此外，随着《提升外籍人士在川消费支

付便利度若干措施》的正式出台，到川旅游

的外国游客也不断增多，一季度来川外籍人

士同比增长6倍。

四川又“热”出圈了！

据四川省文旅厅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891家
A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60.09万人次、门票收入1.09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2.33%、6.23%。图为儿童在邛海湿地公园感
受自然风光魅力。

随着中国与多国互免签证和单
方面试行免签等利好政策的落
地实施，入川外国游客明显增
多。图为外国青年展示三星堆
博物馆文创冰淇淋。

文化体验显魅力，国潮“打卡”受热捧。
图为游客在凉山大石板古村体验民族服
饰并拍照留念。

国际赛事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图为在成都举
办的 2024汤姆斯杯羽毛球赛
颁奖现场。

据民航局公布的《2023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3年底，我国内地年旅客吞吐量达千万人次及以上的运输
机场38个，成都占有2席。图为熊猫雕塑和双流机场起飞的
飞机相映成趣。



四川2024年5月，“汤尤杯”在成都成功

举办，各地纷纷将体育赛事切换到商圈等

新场景，刷新了全省消费者的观赛和游玩

体验，“赛事经济”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潮。

5月，全省限额以上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

额7.7亿元，同比增长47.3%，增速居十

大商品类第一位，较上月大幅回升28.6

个百分点；从累计数来看，1—5月，增

长12.8%，增速较1—4月回升9.0个百

分点。

全国

2024年，山东注重增强和保障社会民

生福祉，加速补齐民生短板，民生领域投资

呈现良好增长态势。1—5月，全省社会领域

投资平稳增长，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投资分别增长12.1%、35.9%；环境治理投

入不断增强，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69.9%，

其中，水污染治理、危险废物治理投资分别

增长84.1%、159.7%。

2024年以来，浙江外贸持续转型升级，

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形态贸易

方式带动浙江外贸持续增长。1—5月，全省

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为2.10万亿、1.55

万亿和0.5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

7.4%和8.4%，进出口总额较去年提前一个

月突破2万亿元。

15.4%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53.6%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出台以来，效应在生产领域体现明显。5

月，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全国广播电视

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

分别增长30.7%和15.7%。从产品看，农

产品加工专用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53.6%，数控锻压设备增长17.2%，电子

工业专用设备增长11%。

69.9%

47.3%

河南不断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

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

新动能正在迅速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2024

年5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4个百分点；生物产业增加值增长29.0%。

同时，新能源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

汽车、太阳能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15.4%、69.6%。

近年来，南充依托保税物流中心

（B型）等开放平台优势，加快发展跨境

电商，推动贸易畅通、平台融通，持续

扩大对外开放水平。2024年 1—5月，

全市进出口总额达58.61亿元，同比增

长71.3%。其中，出口额56.53亿元，

增长70.5%；进口额2.08亿元，增长

98.2%。

71.3%提前1月破2万亿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4年第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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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tore中搜索“四

川省情"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