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5.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5

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318758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认为，在内外部

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能达到这样的增速超出了

市场预期。一季度取得“开门红”，给今年全年经济发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今年可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

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

（摘自新华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

研究员王微认为，作为衡量消费的主要指标，一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较去年全年增速高

出1.1个百分点，是消费市场企稳发展的重要标志。一

季度消费市场的企稳向好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加力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摘自人民政协报）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新经济与

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蕴懿表示，数据背

后蕴含几点信息：首先是消费成为首季增长亮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说明政府以旧换新等

政策力度成效显著，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购买量、汽车以

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及线下消费热度指数均大幅增长。其

次是实体经济能级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彰显出中国实体经济的质量和韧性，也反映了

产业体系朝着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最后

是民营经济活力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增

加值增速快于全部企业，民间投资由降转增，民营企业

进出口额增速快于全部进出口额且占比提升。

（摘自中国城市报）

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财政部于4月24日招标发行两笔超长期特别国债，

其中20年期500亿元，30年期710亿元。这两笔国债

均是首发，自2025年4月25日开始计息、每半年支付

一次利息，4月29日起上市交易。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考虑到全年发行

额度已确定，超长期特别国债均摊到每个月份的发行压

力相对可控，预计货币配合财政的基调下资金压力长期

来看整体可控。

（摘自央广网）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

希淼认为，2025年在支持政策持续加力扩围之下，要

用更多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进一步增加补贴

金额和范围，简化补贴流程，让补贴直达居民，继续提

振居民“以旧换新”的意愿和能力，持续激发消费活

力，助力改善民生水平，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和绿色

转型。

（摘自钱江晚报）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超长期特别国

债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其价格会随着市场的变化发生相

对变化，也就是一方面得到的是利息，另一方面还有价

格的差异。有价格差异，便“有涨有跌”“有赚有赔”。

对于投资人来说，要注意市场波动风险，理性投资。

（摘自东南网）

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要重构全国统一市场规

则体系。要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深化

“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事项和流程，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构建全国统一要素市

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不仅要促进传统生产要素跨地

域流动，更要激活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流通动能。依托

北京、上海、深圳的数据交易所，建立全国统一数据要

素交易体系。清理地方保护性政策，建立跨区域要素流

动负面清单，打破地方职业资格壁垒，促进人才流动，

推进户籍、养老保险、医保账户全国实时迁移。要优化

区域协调机制，通过打破区域壁垒、加强区域间产业协

作，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释放更多地区内需潜力。

推进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均衡布局。推

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协同发展，构建区域市场一体化格

局。推动东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间产业协

作。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

近期，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外

向型经济面临较大挑战，企业对美出口受阻，面临更高

的成本和更艰难的市场环境。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需

求面临不确定因素增多的不利影响，将倒逼我国降低对

外循环的依赖，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国内

大市场建设，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促进内需，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

（摘自光明日报 《发挥超大规模优势，加强国内大

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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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自然，与花对“画”。

以花为媒打造消费新场景，发展
低空赏花、花田火锅等农文旅融
合新业态。

“颜值”变“产值”，
催热“花经济”。图
为游客身穿汉服在
花丛中旅拍。

各地争相举办赏花活动，设置非遗民俗体验展、
诗词大会、摄影大赛等多种活动。

踏青、赏花、品春鲜……今年，四川以

“花”为媒，打造“赏花＋旅拍”“赏花＋美食”

“赏花＋研学”“赏花＋文化”等文旅消费新玩

法、新模式，人们不仅能在花田喝茶，还能看

表演，甚至打“飞的”俯瞰春日胜景。去哪儿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2月至3月，“赏花”相关

搜索量比2024年同期增长2.2倍，火热时期带

动四川热门赏花地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40%。

始于花，又不局限于花。四川“赏花经济”

正以各种形式不断被激活！

“花”香正浓

图说
四

双流彭镇某花园花朵成片绽放。



全国全国

2025年以来，湖南按照“特色渔业、精

品渔业、生态渔业”的思路，从设施渔业升

级、绿色养殖推广等方面拓展渔业发展空间。

一季度全省水产品产量88.61万吨，同比增长

5.0%，支撑渔业较快提升。

2025年以来，北京设备购置投资活力持

续释放，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社会领域等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合力保障投资实现快

速增长。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24%，实现良好开局。其中，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倍，占全市

投资比重为27.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9.7

个百分点，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近几年，我国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贸

易多元化格局，成效非常明显。2025年一季

度，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长

7.2%，货物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比重超

过50%，多元化市场格局正在形成，这也意

味着我国对某一个国家单一出口市场的依存度

下降。

2025年以来，浙江立足自身优势，围绕

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加快建设“创新浙

江”，大力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一季度，

民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集成

电路等新质产品产量爆发式增长，分别增长

58.7%、54.1%、33.9%和26.2%。

7.2%

四川

2025年以来，四川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零售

高速增长，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突出。一季

度，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由上年全年下降

转为一季度增长105.1%；3月当月汽车类零售

额增长6.8%，增速较1—2月大幅回升。截至3

月底，四川家电以旧换新和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突

破400万件。

400万件

1.3倍

88.61万吨

58.7% 2025年以来，甘孜全力构建“以粮为主、

粮经统筹、农牧并重、种养循环、绿色生态、高

质高效”现代农业体系，牢牢稳住“三农”基本

盘，在畜牧业强有力的拉动下，农业经济呈现稳

中有进、加速追赶、好于预期的发展态势。一季

度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5.88 亿元，同比增长

6.5%，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分别高于全国、

全省3.0个和3.6个百分点。

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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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9574.9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6313.4亿元，外贸依

存度为15.9%，推进内外贸既有坚实基础又有现实

需求。当前，四川正积极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国际交流

等措施，促进内外贸深度融合。未来，四川将继续

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深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三万亿”
消费挖潜迈向

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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