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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投资促经济回升向好
本报记者 杨开新 张 毅 赖永峰 刘 兴 柳 洁 董庆森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是扩大国内

需求、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支撑。近期，

各地多部门密集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重大

项目加快建设，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助力巩固

经济回升向好趋势。

聚焦重点领域

近日，湖北省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举行，共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1997 个，总投资 1026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335 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重大产业和基

础设施领域，两者合计占比达到 75%。其

中，重大产业项目主要集中在光电子信息、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等 5 大优

势产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主要集中在流域

综合治理、新基建及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

型基础设施领域。此外，还有襄阳远景零碳

园等先进制造业项目 1063 个、武汉现代金

融湾等现代服务业项目 292 个、咸宁华润电

力等基础设施项目 406 个。

江西省坚持项目为王，全力抓项目、

扩投资，工业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我们

深入实施工业领域项目大会战，重点抓好

投资 20 亿元及以上重大工业项目的跟踪

服务和协调推进，项目投资和实物完成情

况较好。”江西省工信厅投资计划处处长

刘运明介绍，今年 1 月至 10 月，江西省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 8.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

为 51.0% ， 对 全 部 投 资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50.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4.5 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带动作用明显。

数据显示，1 月至 10 月，江西省亿元

以上施工项目 9736 个，较上年同期增加

1299 个，亿元以上施工项目完成投资同比

增长 12.2%，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68.1%，

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达 91.9%，拉动全

部投资增长 8.1 个百分点。

日前，陕西省渭南市 10 月份项目集中

开工暨项目观摩活动在富平县举行，当天

集中开工的项目有 53 个，总投资 60.5 亿

元。渭南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当地

坚持“一月一开工、一县一主场”，努力营

造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的浓厚氛围。

截至 10 月底，渭南市 484 个市级重点建设

项目完成投资 996.5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2.7%。澄韦高速公路等 80 个项目建成投

用，有力地稳住了渭南经济发展基本盘。

据介绍，陕西确定今年为“扩大水利有

效投资年”。陕西省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万亩以上大中型灌区

近 200 处，有效灌溉面积 2000 余万亩。陕西

省水利厅副厅长丁纪民表示，未来将努力完

成更多投资，充分发挥水利建设对经济的重

要支撑作用。

培育新兴产业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蹄疾步

稳，各地在加大重大项目投资的同时，积

极布局相关领域，抢占发展先机。

目前，湖北宜都正加紧布局新能源电

池材料产业。在宜都东阳光产业园，投资

105 亿元的电池铝箔项目正冲刺年底的主

体结构封顶。“该高端铝箔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仅用了 23 天。”宜昌东阳光电池箔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从政介绍。龙头企业重仓

投 入 ， 上 下 游 配 套 也 快 速 跟 进 。 今 年 一

年就有 8 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宜都，

总投资近 300 亿元。

在湖北宜昌夷陵区龙泉镇，总投资约

600 亿元的楚能新能源 （宜昌） 锂电池产

业园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夷陵区委书记肖

鹏 飞 表 示 ， 为 了 让 效 果 图 加 快 变 成 施 工

图、实景图，夷陵上线“项目全周期管理

平台”，将企业服务、项目建设全周期纳入

线上“云”管理，设立储备库、在建库、

重点库、统计库和“双百”库，通过数据

赋能提高线上办公精准调度，实现重大项

目 清 单 化 、 节 点 化 管 理 ， 助 推 项 目 快 开

工、快投产、快达效。

生物医药产业同样是各地投资布局的

热门方向。近期，陕西省汉中市举行一批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包括汉中修正集

团生物医药健康城在内的 53 个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 200.76 亿元。今年以来，

汉中市把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精准谋

划对上可争资、对外可引资、对内能融资

的重大项目。通过深度挖掘打基础、利长

远、增后劲的优质项目，该市市级以上重

点项目年度投资首次突破千亿元，实现项

目总量、质量、体量“三量齐升”。

汉中市发展改革委重点办主任陈维告

诉记者，1 月至 10 月，汉中的 47 个省级重

点建设项目和 386 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分

别完成投资 170.57 亿元和 1062.2 亿元，投

资完成率分别达 98.81%、96.4%，带动该市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位平稳运行，已连续

19 个月保持陕西省第一。

在江西，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投

资正不断增加。今年前 10 个月，江西工业

技改投资增长 9.3%，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

重为 41.2%，拉动全部工业投资增长 3.8 个

百分点；江西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 10.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11.1%，工业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有

效加快了当地工业升级的步伐。

激发各方活力

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各

地 出 台 相 关 政 策 举 措 ， 以 营 商 环 境 之

“优”促项目建设之“进”。

江西把优化营商环境列为“一号改革

工程”，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该省

市场主体投资热情得到持续释放。今年以

来 ， 江 西 省 及 时 出 台 了 纾 困 解 难 “28

条”、稳住经济发展“43 条”等系列政策

措施，持续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大力推广

“容缺审批+承诺制”“六多合一”集成式

审批改革，推行“不见面备案”等，不断

提升“掌上办”“网上办”的服务效能。

前不久，江西还出台了《切实稳住经济

发展的若干接续措施》。“措施聚焦发展所

需、市场关切，全力破解当前经济运行中需

求不足、信心不强、预期偏弱等突出问题，多

措并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江西省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邱啟旻说，下一步，江西将进一

步强化招商引资，努力扩大有效投资，鼓励、

支持各市、县（市、区）围绕首位产业、主导产

业，紧盯产业链细分领域和上下游相关环

节，实施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

争取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

重大工业项目。

此前，陕西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陕

西省高质量项目建设推进年实施方案》，对

年度考核前 3 名的市 （区） 分别奖励 1000

万元、800 万元、600 万元。临近年底，陕

西在深入总结今年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问

题的基础上，细致研判、算好总账，科学

合理提出明年的预期目标和发展思路。一

方面，加强项目谋划。聚焦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特别是围绕该省 23 条重点产业链，

加紧梳理明年新增项目，接续推进续建项

目。另一方面，加强任务谋划。聚焦国家

重大战略、重点任务和社会民生，加强对

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县域经济、农业农

村 、 民 生 保 障 等 领 域 重 点 工 作 任 务 的 谋

划，列出清单、拿出举措，扎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湖北各地也纷纷采取一系列创新性举

措，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武汉市开

展对各区驻点督导，项目投资总量占该省比

重超过三成。宜昌市“全周期服务、全过程

管理、全要素保障、全成本控制”推进项目建

设。襄阳市“天天搞调度、周周搞活动、月月

晒进度”，投资保持高增速。

湖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强化

“要素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全力加强项目

建设服务保障。同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推动形成远近结合、梯次接续的项目

储备格局，以高质量项目储备引领高质量

发展。

面 对 经 济 活 动 短 期 波

动，一方面要正视数据反映

出来的生产受扰、需求放缓

等多重挑战；另一方面也要

看到我国经济回旋余地大、

韧性足、潜力大，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经济短期波动不改复苏趋势

周茂华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 11 月份

制造业 PMI 指数、非制造业 PMI 指数

分别为 48%和 46.7%，不及市场预期，

且连续两个月处于 50%“临界线”下

方，反映经济活动有所收缩。这一情

况引发市场关注。

从往年经验看，11 月制造业活动

多数年份是增强的，今年出现“反常”

现象主要是受短期因素影响。近几个

月，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干扰了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疫情既干扰部分制造业

企业生产、物流、销售，也抑制了部分

消费。同时，海外需求放缓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部分外向型制造业

出口需求。

尽管如此，11 月 PMI 指数的一些

亮点仍值得关注。一是企业原材料购

进价格整体延续回落走势。PMI 原材

料购进价格指数自 2021 年 5 月 72.8%

高位逐步放缓至目前的 50.7%，反映

出国内制造业能源、原材料等投入成

本压力逐步缓解。二是农副食品加

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医药、电气

机械器材等行业 PMI 和生产经营活

动预期指数继续位于景气区间，市场需求保持增长。三是建筑

业维持高景气区间。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4%，连续 6 个月

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建筑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步伐。四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指数为 52.2%，较上个月加快 0.5 个百分

点，反映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尽管当前经济活动出现短期波动，但无论是从目前亮点看，

还是从未来趋势看，随着短期扰动因素减弱，一揽子纾困、稳增

长政策效果持续发力显效，PMI 指数有望企稳回升，经济运行也

将稳定回升。

疫情影响有望逐步减弱。当前，我国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对经济影响有望逐

步减弱，生产生活秩序将逐步恢复，产业链供应链畅通，需求和

订单改善将提升企业经营预期，并扩大生产带动就业。

稳增长政策发力显效。近段时间以来，多部门协同发力，出

台了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畅通物流运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确

保制造业正常运营。能源、原材料等商品保供稳价“组合拳”持续

发力，金融让利和支持制造业力度持续加大，有效降低了企业经

营压力，稳定了企业发展信心。适度超前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

度，不断加码促消费政策，从需求端支持制造业恢复。二季度以

来，随着政策措施陆续落地，效果也逐步显现。

我国物价整体温和可控，货币政策延续稳健基调，货币信贷

总量保持合理适度增长。同时，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国内货币

政策外围掣肘有所减少，为宏观调控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稳增

长政策发力空间较大。

外贸依然保持韧性。我国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完整，工业部

门基本恢复运行，在海外高通胀环境下，我国产品性价比优势明

显。同时，外贸企业也在不断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积极推进高

质量发展，创新外贸新模式新业态，为经济恢复发展夯实了基础。

综合来看，一方面要正视数据反映出来的生产受扰、需求放

缓、预期波动等多重挑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回旋余地

大、韧性足、潜力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宏观调控

政策工具箱依然较为丰富、政策储备依然较为充足等优势。随

着防疫措施不断优化，各项纾困和支持性政策接续发力，有效实

施，我国制造业景气度将逐步回升，经济有望回稳向上。

（作者系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近期，受今冬以来最强寒潮天气影响，我国大

部分地区气温暴跌。12 月 1 日，我国南方地区气

温继续走低，广州、南宁、杭州等南方城市最低气

温刷新下半年来新低。与此同时，北方地区气温

开始有所回升，这预示着本轮席卷我国大部地区

的寒潮天气逐步进入尾声。之后，我国大部地区

气温会陆续回升至正常或略偏高水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此次寒

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降温剧烈、影响范围广。监

测显示，随着寒潮东移南下，我国自北向南出现降

温、大风、沙尘和大范围雨雪天气，全国大部地区

累计降温超 18℃，局部地区降温超 20℃，有 26 个

省会级城市创下半年来气温新低。

今年入冬以来，我国大部地区前期温度较高，

而受此次寒潮影响，全国大部地区开启“速冻”模

式。为何会出现断崖式降温？张芳华分析，11 月

份处在大气环流调整阶段，也是我国比较容易发

生寒潮的月份。近期，随着北半球大气环流调整，

极地高纬度的冷空气沿西北气流南下。“由于极地

冷空气强度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强，加上前期我国

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因此和一般的寒潮相比，本轮

冷空气造成的降温幅度就相对剧烈。”张芳华说。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次寒潮天气过后，我国中

东部地区气温偏高的局面将结束，将回到常年同

期正常水平。有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寒潮来势汹

汹，但其实寒潮和冷暖冬没有必然联系，今冬只有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区域性冷冬。

值得关注的是，受寒潮影响，此前饱受干旱困

扰的南方地区迎来大范围降水。南方多地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借“天时”适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缓解旱情影响。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自此次

寒潮“冒头”以来，安徽气象部门累计增雨 4536 万

吨，当地旱情基本解除，为在地作物后续生长和安

全越冬创造了有利条件；浙江 8 市重点支援供水紧

张地区，增雨面积达 2.5 万平方公里；江西九江开

展立体式人工增雨作业，有效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减轻森林防火压力。此外，湖南、湖北、广西、四川

等地也根据当地降水条件和增雨潜力，开展增雨

作业。

本轮寒潮过程中，雨雪天气及降水相态转换

明显，全国多地迎来初雪。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

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贵州中部、湖南西

部海拔较高地区有冻雨。气象专家提醒，冻雨除

了带来交通隐患，还可能导致电力设施结冰，能源

部门、发电企业、电网公司等相关机构要加强防范

冻雨对电力供应、通信设备等造成的不利影响，警

惕电线及风机覆冰损毁设备，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尽管本轮寒潮带来的降温影响进入尾声，但

南方地区气温偏低的状况还将持续。张芳华建

议，公众要及时添加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心血管

病人、哮喘病人等对气温变化敏感的人群应减少

外出。

□ 有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寒潮来势汹汹，但其实寒潮和冷暖冬没有必然联系，今

冬只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区域性冷冬。

□ 本轮席卷我国大部地区的寒潮天气逐步进入尾声。之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

会陆续回升至常年同期正常或略偏高水平。

近期全国大部地区出现断崖式降温，专家表示——

寒潮和冷暖冬没有必然联系
本报记者 康琼艳

12 月 1 日，在江西省龙南市程龙镇一处脐橙园里，工人们正采摘赣南脐橙。龙南市现有

柑橘种植面积 6.06 万亩，近年来，当地注重标准化生态果园建设，多渠道推进优质脐橙产业

基地建设。赣南脐橙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主产业。 李林烜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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