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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3年9月15日下调金融机

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

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

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降准的动因

主要有几点：一是可以更好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二是缓解2.8万亿元

MLF到期带来的资金压力，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三是有助于释放中长期流动

性，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稳定性，助力机构平稳跨季、平

滑月中缴税扰动，并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

四是在年内两度降息、LPR下调和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背

景下，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并为其继续降低实体融资成

本扩展空间。

（摘自中新经纬）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预计，本次降准将向银

行体系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过5000亿元，并表示此时

我国经济处于回升接力的关键时刻，央行在两次降息、

全面优化住房信贷政策等大招后，再次实施全面降准，

显示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坚决有力，精心呵护市场流

动性的用意明确。

（摘自中国新闻网）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从已经公

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已经有了企稳回

升的迹象，和7月份相比大多数指标都出现了一定的回

升。经济复苏是下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回暖的重要基础，

因为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可能会提前反映经

济的变化，经济数据的改善对于股市的回升是有利的。

（摘自华夏时报）

各地调整楼市政策

近期，全国多地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如取消或放

松限购政策、实行“认房不认贷”等。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二线城市全面取

消限购具有非常强的信号意义，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整

体行情具有非常好的引导效果，市场乐观情绪明显增

强。随着购房门槛进一步降低，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

将进一步释放，有助于提振销售数据。

（摘自证券日报）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虞晓芬

表示，取消或放松限购政策，一方面释放出强烈的政策

信号，即过去在房地产市场过热阶段出台的一些政策已

经不适应当前市场需要，应该及时退出；另一方面，消

除了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给还没有出台相应调整政策

的城市打开了政策大门。

（摘自中国城市报）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小嫱表示，二套房

的房贷利率高企，不利于购房者改善住房。对市场而

言，“认房不认贷”有利于改善性需求的释放，有利于

提升市场活跃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摘自财联社）

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突破口在于提升管理者认知

中小企业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利用数

字技术、智能技术对中小制造企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

造，不仅关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更关

系着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当下，支持中小制

造企业突破数智化转型困境，迫切需要提升企业管理者

的数智化认知水平。

（摘自光明日报《加速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

提升企业管理者的数智化认知水平是推动中小制造

企业数智化转型的前提。《2022中国民营企业数字化转

型调研报告》指出，由于认知的不到位，大部分企业尤

其是民营企业仍处于转型的早期阶段，企业仅仅愿意在

局部尝试进行数智化，总体转型成效不够理想，缺乏持

续推进转型的内生动力与资源投入力度。现阶段，政府

可以扮演“引导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通过数智化

转型示范行为提升企业管理者的数字战略认知，比如可

以通过鼓励在各地区建立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示范

区、支持奖励数智化转型先进企业等有效方式，让企业

管理者看到转型红利，从而主动加入到数智化转型的进

程中。政府也可以发挥资金支持的政策作用，通过积极

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化转型的“工具箱+服务

包”，推动低成本、模块化智能制造系统的推广应用，

完善全链条一体化的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支撑保障

体系。

》）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智能机器人等
智能、数字技
术正逐步应用
于企业生产过
程中。

多地取消限购释放出房地产政策转向信号。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3年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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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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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头”实现“大作为”

赛迪顾问近期发布的“2023赛迪百强区”“2023赛迪百强县”名单显示，四川共７个

县(市)入围全国百强县，13个区入围全国百强区，形成了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效应，带动全省县域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

武侯区 位列全国百强区第15位，较2022年
提升3位，在西部入围城区中排名第一。图为成
都城市音乐厅。

翠屏区 在全国百强区排位较上年上升３位，
位列第58，2022年实现GDP1317.91亿元。
图为“宜宾造”的零碳未来号智轨电车。

宣汉县 首次入围全国百强县。2022年
实现GDP621.83亿元。图为普光气田
“川气东送”起点段。

西昌市 位列全国百强县第85位，在四川入围的7个县
（市）中排名最靠前。2022年实现GDP672.14亿元。
图为西昌钢钒智慧炼铁控制中心。



四川

2023年8月，在部分行业高速增

长带动和去年高温限电影响的低基数

效应下，四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22%，增速比去年同月回升33

个百分点，比上月加快 14.9 个百分

点，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其中，汽车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分别增长51.4%、

44.2%、34.6%、35.4%。

全国

2023年以来，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海外需求不振等多重因素的持续冲击影响，广

东通过支持民营企业出口、拓展新兴市场等努

力，实现前8个月进出口、出口规模再创历史

同期新高。1—8月，广东外贸进出口5.29万

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3.49万亿

元，增长4.3%；进口1.8万亿元，下降7%。

2023年8月，在经济稳进向好和暑运带

动下，浙江交通运输高速增长，客运量达

5353万人，同比增长46.6%，创2021年以

来新高，增速比上月提高17.4个百分点，其

中铁路客运量增长91.8%。旅客周转量99.2

亿人公里，增长70.8%。1—8月，全省客运

量、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59.0%和94.2%。

94.2%

22%

1071.1亿元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

境，全国上下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总量迈上新台阶。全国共投入R&D

经费30782.9亿元，比上年增加2826.6

亿元，增长10.1%；投入强度为2.54%，

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5.29万亿元

近年来，山西积极推进再生资源循

环利用，鼓励大型钢铁、有色金属等企

业与再生资源加工企业合作，推动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着力提升工业固废在生

产纤维材料、超细化填料、固废基高性

能混凝土、预制件、节能型建筑材料等

领域的高值化利用水平，取得明显成效。

2023年1—8月，全省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业增加值增长59.6%。

59.6%
2023年以来，新冠疫情对消费

的影响逐渐减弱，南充适时推出发

放消费券、给予购买绿色智能产品

补贴、支持开展促销活动等多种政

策措施促进居民消费。1—8月，南

充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1.1

亿元，同比增长 10%，高于全省

1.8个百分点。

3万亿元突破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3年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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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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