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国经济首季报18日出炉：
国内生产总值（GDP）284997 亿元，同比
增长4.5%。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
开局良好。如何看待这份成绩单？记者
对关键数据进行了梳理。

GDP同比增长4.5%：

经济企稳回升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增速
比上年四季度提高1.6个百分点；环比增
长2.2%。

“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各项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举措靠前发
力，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
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今年以来，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机
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在当前世界
经济整体复苏乏力的形势下，中国经济
呈现出积极势头，为全球增长注入有益
增量。”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

付凌晖表示，考虑到去年二季度受
疫情影响基数较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
速可能比一季度明显加快；随着基数升
高，三、四季度增速会有所回落。但总
体看，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步增
强，宏观政策显效发力，经济运行有望
整体好转。

消费总额超11万亿元：

整体恢复向好

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4922亿元，同比增长5.8%，上年四季
度为下降2.7%；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6.6%。

随着居民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升级
类消费增长加快，基本生活类消费持续
增长。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9%，上年四季度为下降1.7%。

“消费整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付凌晖表示，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
力，市场销售明显回升，尤其服务性消
费改善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明显增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光
普表示，当前仍应着力提升居民消费信
心和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让老
百姓更有底气消费，同时积极增加优质
供给，把扩大消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效结合起来，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

投资稳增长有望持续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5.1%，与上年全年持平。

付凌晖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坚持扩

大内需，积极发挥投资优化供给结构的
关键性作用，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投资，扩大民生领域投资，有效保障和改
善人民生活，投资稳定增长有力增强了
发展后劲。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6%。“高技术
产业快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利于持续提高我
国产业附加值以及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
实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许召元说。

杨光普表示，随着经济持续恢复，传
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有望加快，数
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加上
各项支持政策落地生效，投资有望保持
稳定增长。

外贸同比增长4.8%：

出口增势高于预期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89万亿元，同比增长4.8%。3月份，进出
口总值3.7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其中
出口同比增长23.4%，进口增长6.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回升，
生产和需求逐步改善，推动外贸进出口
明显回稳。“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
了较强韧性，开局稳中向好，为全年实现
外贸促稳提质打下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庄芮分析
说，出口增长较快主要体现在以新能源
汽车为代表的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亮眼，以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
等贸易伙伴出口增势好转。

CPI同比上涨1.3%：

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1.3%，保持温和上涨，国
内物价持续平稳运行。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付凌晖表示，CPI涨幅持续回
落，主要受一些阶段性因素影响：春节后
市场需求回落，天气转暖，鲜菜上市量增
加较多，部分食品价格走低；生猪供应充
足，猪肉价格有所下行；国际能源市场特
别是原油市场价格总体回落，带动国内
能源价格走低等等。

尽管CPI涨幅有所回落，但市场供

求保持基本稳定态势。一季度，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
和1至2月份持平。

“展望全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
供应充裕，产销衔接畅通，市场秩序良
好，经济整体回升态势也将在物价上逐
步显现，预计物价总水平将总体运行在
合理区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
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PPI同比下降1.6%：

有望逐步恢复到合理水平

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下降1.6%，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下降2.3%。

付凌晖表示，今年以来，世界经济
增长放缓，市场需求减弱，供给瓶颈制
约缓解，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带动
国内石油、有色等相关行业产品价格走
低，加之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导致PPI降
幅有所扩大。

从环比情况来看，PPI基本平稳。1
月份PPI环比下降0.4%，2月份和3月份
环比均持平。

付凌晖说，从下阶段情况看，国内需
求总体趋于回暖，对PPI有一定上拉作
用，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传导犹
存，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短期内PPI
可能处在下降区间。但随着国内经济恢
复，基数效应逐步减退，PPI将逐步恢复
到合理水平。

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

实现平稳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一季度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23个行业同比保持增长，增长面超
过五成。与上年四季度相比，20个行业
增加值增速回升。

小微企业生产改善。一季度，规模
以上小微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
问卷调查显示，规下小微工业企业景气
指数比上年四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生
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占比提高1.2个
百分点。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工业健康
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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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办赛城市，国际大体

联官员与代表团打卡了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东门市井、望平坊、大运博物馆、宽
窄巷子、太古里，还来了一场“夜游锦江”。

东门市井的剪纸铺、漆器铺、瓷胎竹
编铺，望平街的咖啡和酒吧，太古里的时
尚与古典，夜游锦江的夜风拂面与灯火
阑珊……成都这座历经4500年文明史，
2300年建城史的城市，向四海宾朋展示
着东方古城的独特魅力。

法国代表团团长DUNG Xavier对夜
游锦江印象深刻，“我要把这里的美景都
带回巴黎，给我们的团员看，让他们今年
夏天也过来一起参赛并游览成都！”“无
论是我们看到的变脸表演，还是品尝的春
茶，这些极具成都特色的文化都给我留
下了美好的回忆。”成都的真诚与热情得
到了回应。国际大体联技术委员会主席
Oehrman相信，成都大运会赛时所有的
队伍都会受到成都人民热情的欢迎。

波兰代表团官员普赞·欧根纽什对
记者表示，今年夏天波兰计划派出包括
运动员、官员和教练约300人的团队来到
成都参加射击游泳等项目比赛。除了想
要获得奖牌，他们还希望接触地道成都
文化，交到更多朋友。

在这场中外文化的互鉴中，世界青
年与成都市民还将收获一系列的精彩

“遇见”系列活动，包括“乐动蓉城·唱响
大运”青春歌会、成都城市运动生活节、

“遇见大运好声音”全球宣讲活动等。

当一场国际赛事“遇见”一座城
能留下什么城市遗产？

举办一次体育盛会能给一座城市带
来什么？“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这
是成都大运会的办赛目标。

今年成都市两会，成都大运会写入
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强调，坚持办
赛、营城、兴业、惠民，最大程度放大赛事
综合效应，让大运场馆、大运文化、大运

精神造福全市人民。
对于这座城市的市民来说，马上能

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更加专业和完善的体
育设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设
施，将成为大运城市永恒的印记。

早在2021年4月，成都49座新建、改
扩建体育场馆全部完工。东安湖体育公
园、凤凰山体育公园、高新体育中心……
新建的13个现代化综合体育场馆造型惊
艳、设施先进。36座老旧场馆按照国际
A级标准进行改造“重装上阵”。大运会
结束后，位于成都大学的大运村将用于
校园教学，继续发挥其功能。

以青白江体育中心为例，这里室外
运动场地配有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
体育场地17处，常年向市民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举办了百村篮球赛等多项全民
健身活动。

根据《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纲
要》，到2025年，建成世界赛事名城。与
世界赛事名城相匹配的赛事体系基本形
成，每年举办国际和全国高等级赛事50

项以上，体育赛事成为成都发展“新名
片”。世界赛事名城特色文化内涵更加
丰富，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对优雅时尚
的城市精神塑造，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力、
感召力和凝聚力更加彰显。

2022年成都体育产业总产值突破
1000亿元，每人年均体育消费支出超2700
元，位居全国前列，体育产业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2023年，随着成都大运会的
举办，国际赛事将引领城市跨越发展。

“大运会给一座城市带来丰厚的遗
产，比赛场馆不仅供赛事相关人员使用，
也能让全体市民共享。”在大运会遗产的
利用上，艾瑞克·森超透露，国际大体联
将和成都方面共建大运会数字博物馆，
面向全球青年学生开放。

“我们是真心待客来。”成都大运会
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4年不懈努
力，成都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欢迎八方来
客。世界对大运会翘首以盼。今夏的成
都大运会“注定不同，必定精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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