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4.22
星期一

重点推荐

6版

经济瞭望 EconomicEconomic
OutlookOutlook

时评

延伸阅读

经济瞭望编辑部

主任：吴宏林

执行主编：王春华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邮箱：ggjjlw2018@163.com

全球气候变暖正让北极的自然生

态变得“敏感”起来，也让北极治理问题

逐渐“升温”。气候变暖正成为北极乃

至全球“令人不安”的趋势之一。

北极开发：
风险+机遇 竞争+合作

经济表现“超预期”外贸出口尤其亮眼
——从第一季度十大数据透视中国经济发展脉动

首季起跑稳
奋力新作为

杭州杭州：：建设工地建设工地
装上装上““智慧大脑智慧大脑””

越来越多的企业、产业将传统文化作为“缪斯”，从中汲取灵感、挖掘价值

“ 国 潮 ”成 为 制 造 业 转 型 新 方 向

□ 于佳欣

一季度经济增长6.4%，居民收入增

长跑赢GDP增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60%……国家统计局4月17

日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一些指标超出

预期，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环境

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起跑决定后程，开局影响全局。翻

看一季度经济成绩单：GDP增速与去年

四季度持平，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

业、收入、消费等经济数据呈现稳中向好

态势，经济企稳信号更加明显，为全年经

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从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指标中可

以明显看出经济企稳趋势。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结束连续三个月低于荣枯线

重返扩张空间；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提升；

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回升；3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增幅明显高于历史同期……这

些超预期的指标，既释放出稳的信号，也

反映了不断改善的市场预期。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最新一期报告在调低对今年世

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调高了对中国

经济预期，说明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

良好开局，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系列

政策效应的显现。去年下半年以来，中

央推出了“六稳”政策，积极有效扩大投

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加

大，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深化“放管服”改

革，都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信心、激发了市

场活力。这再次说明，无论外部环境如

何变化，只要我们保持定力，把握大势，

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就能

够化危为机，创造更大成绩。

良好开局，需要珍惜，更需要乘势而

上、奋力作为。尽管当前经济运行好于

预期，积极因素也在逐渐增多，但经济下

行压力和内部结构性矛盾还在，全球经

济和贸易增长依然承压，改革发展任务

依然艰巨。我们绝不能有“松口气”“歇

歇脚”的想法，要抓住企稳的有利时机，

克服困难，主动作为，要切实贯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各项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不折不扣地将政策落实落地，加快推进

经济结构调整，在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

奋力前行。

□ 刘红霞 郁琼源 舒 静

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发布一季

度国民经济“成绩单”，“新华视点”记

者结合各部门发布的同期相关数据，

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脉动。

GDP：增长6.4%，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

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3,433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

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持平，比上年同期

和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说，总的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

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积极因素逐渐

增多，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

表示，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给世界

经济带来逆风，但6.4%的增速印证中

国经济“稳”的态势和趋势没有改变。

税收：增幅回落11.9个
百分点，减负效应持续显现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长5.4%，

增幅同比回落 11.9 个百分点。其

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0.7%，较去年

同期回落 9.4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

税同比下降 29.7%，增幅回落 50.4

个百分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

入同比下降0.8%，增幅回落14.3个

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随着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1月 1日落地，

约 8400 万纳税人无需再缴纳个

税。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实打实、

硬碰硬，纳税人、企业的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

财政收入：增长6.2%，
基础不断夯实

据新华社消息，财政部数据显

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656亿元，增长6.2%；支出58,629

亿元，同比增长15%，增幅比去年同

期提高4.1个百分点，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加快。

财政部国库司副巡视员李大伟

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

从后期收入看，深化增值税改革将

给财政收入增长带来更大压力。但

随着企业负担明显减轻、市场活力

不断激发、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

增强，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也将

不断夯实。

外贸：增长3.7%，实现
平稳开局

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为7.01万亿元，同

比增长3.7%。3月份，我国进出口增

长9.6%，其中出口尤为亮眼，实现

21.3%的增长。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

所长梁明说，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

增长动能转弱，外贸发展面临诸多不

确定因素。我国一季度外贸实现平

稳开局来之不易，这与我国出台一系

列稳外贸、扩大开放的举措密切相

关。压力之下，我国外贸要实现稳中

提质，一方面外贸企业要加速转型，

另一方面要扩大外贸“朋友圈”，优化

结构。

消费：“买买买”近10万
亿元，经济增长主动力强劲

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97,790亿元，同比增长8.3%。

其中，网上零售额22,379亿元，增

长15.3%。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消费继

续成为需求动力的主导力量。在全

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

占比为47.7%，比上年同期提高1.4

个百分点。

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

主任赵萍认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

用持续增强，市场预期明显改善，消

费者信心指数不断提升。未来消费

环境还需进一步完善，优质消费供给

还需进一步跟上。

地方债：发行破万亿元，
助力稳投资防风险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累计发行11,846.9亿元，

占提前下达部分2019年新增地方债

限额的85.2%。新增债券平均利率

3.34%，较上年下降55个基点；平均

期限 7.37 年，较上年增加 1.27 年。

新增债券资金超过六成用于在建项

目建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

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说，一季度发

债进度和使用情况都超过预期。值

得一提的是，地方债放开商业银行柜

台销售得到广大个人投资者认可。

今年地方债发行与实际需要紧密结

合，既在“开前门”稳投资促消费方面

显现巨大作用，也为“堵后门”防风险

提供了保障。

外资：前2个月吸收外资
增长5.5%，投资动能强劲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

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471.1亿元，

增长5.5%。主要投资来源地中，韩

国、美国、荷兰、德国、法国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 35.6%、44.3%、174.8%、

39.9%和113.3%。自贸试验区实际

利用外资增长35.1%。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

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全球投资

动能不足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步

子在加快，开放广度和深度在扩展，

同时持续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增强了对外资的吸

引力。

就业：新增就业324万
人，整体就业形势较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我

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324万人。3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

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25岁

至 59 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8%，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4

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经济

政策层面，在一系列稳就业措施助力

下，我国整体就业形势较好。3月末，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7,651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10万人。

物价：CPI上涨 1.8%，
供求平衡改善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1.8%，涨幅比1月~2

月份扩大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回落0.3个百分点，延续温和上涨态

势。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PPI)同比上涨0.2%。

毛盛勇认为，从价格的变化中可

以发现，市场供求关系在平衡改善，

在供给比较充分、供给质量提升的情

况下，价格略有小幅上升，这说明整

个市场需求在改善。

房地产：总体平稳，
“房住不炒”将贯彻始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涨幅微

升 。 其 中 ，一 线 城 市 同 比 上 涨

4.2%，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二线城市同比上涨12.2%，涨幅

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三线城

市同比上涨11.4%，涨幅比上月扩

大0.3个百分点。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一季度数据显示，不少刚性需求

开始逐渐释放，这是价格涨幅微升

的主要原因。“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房地

产调控政策的主要基调，“房住不

炒”定位是长期坚持的、根本的指导

思想，将贯彻在房地产调控的始终。

□ 张辛欣

敦煌纹样绣进了时尚潮服；蓝

印花布嵌入到家装壁纸；青花点缀

与外形勾勒，让硬朗的家电多了几

番柔美……走进一线市场不难发

现，越来越多的企业、产业将传统文

化作为“缪斯”，试图从中汲取灵感、

挖掘价值。

“国潮”，顾名思义，即国内本土潮

流品牌。“国潮”这个口号，可追溯至前

些年飞跃与回力的民间走红，之后五

花八门的“国潮”品牌声名鹊起。

当下，“国潮”正成为制造业转型

的方向之一，从中“走出”的新动能，

为产业发展带来蓬勃气象。

传统与时尚的“邂逅”

祥龙盘踞中间，七星环绕四周，

五彩丝线点睛勾勒，传统的图案重新

设计打磨，与运动服饰结合，便成了

新风尚。这款由皇锦品牌推出的“七

星吉照”卫衣，短短几天销售一空，原

本用来“投石问路”的“试验品”，却意

外成了“爆款”。

“爆款”的背后，是传统与时尚的

“碰撞”。“用年轻化的语言对传统文

化提炼、翻译、融合，就会打造出令人

耳目一新的效果。”皇锦首席图案设

计师王永芳说，事实证明，没有“躺”

在博物馆里的文化，只有是否适宜的

应用与表达。

中国结寓意完满，敦煌飞天蕴含

美好想象……传统文化是美与艺术

的结晶，更是设计与制造的灵感源

泉。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越来越多

的中国制造品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

价值“赋能”，试图打造“国潮”。

以丝巾为例，从剪纸、篆刻等取材，

与现代印染、工艺结合，不仅提升了审

美性，更迎合了升级的需求。“拥有文化

自信，才能成就知名品牌。”国内丝巾品

牌妩WOO创始人孙青锋说。

生产与营销模式的拓展，也加速

传统文化走进现代生产生活。打造

图案数据库、搭建互联网平台，共享

创造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找到

“伯乐”；场景营销、手工体验游，新渠

道、新模式正重新定义消费……

不久前，快手发布非遗带头人计

划，借助科技力量和平台优势，让更多

商业品牌与传统文化对接。过去一

年，快手非遗视频播放量达250亿次。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孙淮滨说，所有的制造、品牌、模式，

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传递。在对传

统文化的融合中，品牌价值不断提

升、发展思路不断拓宽。

坚守与创新的平衡

制造业用文化“赋能”，既不是

简单的添加，也非千人一面的照搬，

是建立在自身和用户基础上的汲

取、吸收和再创造。这一过程中，什

么应该保留，什么应该创新？皇锦

首席图案设计师王永芳有着自己的

理解。

十几年前，研究敦煌与故宫纹样

的王永芳加入皇锦，希望借助商业传

承文化。起初只是简单将纹样整理、

复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将敦煌大

漠变为橙色画在丝巾上，这个学术界

看来似乎不太严谨的做法，却受到了

市场的认可。一条传统文化再创造

的“丝绸之路”就此打开。

“对传统文化的呈现，本质上就是

写意的过程。打破‘形’，守住‘神’。”

王永芳认为，“神”代表着匠艺与精神，

“形”则是图案与色彩、材料的重组。

“原创与高端的路很难走，但因

为坚持，我们闯过一度萧条的市场。

因为创新，最终在消费升级时代迎来

新生。”皇锦品牌负责人吴晓平说。

“传统文化是品牌价值的源

头。对文化的解码与创造，是企业

潜力所在。”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

席张庆辉说，品牌与文化的融合源于

对自我和外界的理解。

智慧营销、大数据服务等为品牌

开拓市场打下基础。专家认为，信息

技术的注入，能够让品牌更好兼顾坚

守与创新的平衡，不断推动传统文化

与现代制造的有机结合，为价值提升

助力。

文化与制造的融合

文化与制造的融合，让越来越多

的企业看到跨界带来的活力。“国潮”

同样不只是制造本身。当下，产业间

跨地域、领域，甚至时空的合作越来

越多，打破边界，发展路径越发宽广。

从制造到生活的转变。做服装

的开了书店、做家具的玩起了样板

间、小家电转型为整体厨房设计

方……生活方式提供商，这一名词在

制造业悄然流行起来。

将文化、科技、服务融入，企业围

绕主业不断延伸，制造业“跨界”之风

越来越盛。

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生产的同

时也可以消费，传统文化的“加持”，推

动生产单元、产业集群的变迁。

服装品牌爱慕在工厂开设工坊，

以体验非遗刺绣为主的工业旅游逐

渐兴起；以陶溪川为抓手打造创客空

间，景德镇将自身变为一个文化

“IP”……技术、工艺迭代升级，融合

文化、旅游等创意元素，让生产制造

也成为时下流行的“消费品”。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认为，这

是一种结构性的创新，更是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我国制造业发展要

走好融合、创新的路径。在做大

“朋友圈”的过程中获得生机，迎来

生命力。

顾客在海南海口免税店选购商品。（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郭 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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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机构结合大数据分析

技术和传统的社会调查方式，对改革进

行动态评估，能够弥补一些地方“供给

导向”政策模式的弊端，开始公众“需求

导向”的改革新理念，有效监督和推进

改革。

有效推进改革
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

唐山港一季度唐山港一季度吞吐量超吞吐量超11..66亿吨亿吨

今年第一季度，唐山港完成货物

吞吐量 1.618亿吨，同比增长 12.89％。

图为多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

集装箱码头装载集装箱。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