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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促进服务消费回暖

熊

丽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越 来 越 多 人 重 拾“ 诗 和 远

方”，旅游、文娱、餐饮等消费

市场回暖升温。据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 年

元旦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 527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44%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265.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交通出行需求也在上

升 ，国 铁 集 团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12 月 30 日以来，全国

铁路预计日均发送旅客 508

万 人 次 ，较 11 月 份 增 长

109%，京津冀、长三角、成渝

等重点地区客流明显增加。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和消费领域不断拓展，近

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持续

优化升级，旅游、文化、体育、

健康等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

逐步提高。据统计，2021 年

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

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4.2%，比 2013 年提高 4.5 个

百分点。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

上 从“ 有 没 有 ”转 向“ 好 不

好”，居民消费逐步从实物消

费 主 导 向 服 务 消 费 主 导 转

变，但许多个性化、多样化、

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还难以得

到有效满足。着眼当下，新

冠疫情令消费特别是接触性

聚集性消费大伤元气，目前

服务消费的复苏还是乍暖还

寒。PMI 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

37.4%，较上月下降 4 个百分点，创 2022 年下半年新低，

仅略高于 4 月份的 36%。按可比口径，2023 年元旦假

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旅游收入，仅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元旦节假日同期的 42.8%和 35.1%，受抑制的消费需

求仍有待释放。

加快推动服务消费回暖，既要促恢复也要挖潜力，

既要优供给也要扩需求。

从供给侧看，要推动促进服务消费实现的“幸福产

业”提质扩容。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扩

大文化和旅游消费，增加养老育幼服务消费，提供多层

次医疗健康服务，提升教育服务质量，促进群众体育消

费，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大力营造便利消费的环境条件，加快实现线上线下消

费深度融合，丰富创新服务消费场景。

从需求侧看，要增强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一

般来说，实物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服务消费则更多是为了满足发展型、享受型生活需要，

与居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因此，要多渠道增加城乡

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

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

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推进城乡融

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释放消费潜能。

近期，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鼓励居民消费，

涉及餐饮、零售、文旅、娱乐等多个领域，社会反响热

烈。随着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地落实和生产

生活秩序逐步恢复，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逐步

见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服 务 消 费 必 将 加 快 迎 来

“春天”。

近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联合发布了 2022 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企业、汽车工业整车二十强企业、零部件三十

强企业名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

长罗俊杰在发布会上表示，作为我国机械工业

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转型发展的风向标，2022

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在做强、做优、做大

等方面展现出新活力，呈现诸多新特点。

品牌竞争力不断提高

2022 年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百 强 企 业 名 单 显

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21 年营业

收入 3705.45 亿元）、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55.98 亿元）、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34.95 亿元）分别获得 2022 年中国机械工

业百强企业前三名。

营收实现增长与创新投入加大是本届机

械百强企业的主要特点。“百强企业是行业创

新发展的重要引擎。”罗俊杰指出，本届机械百

强企业营业收入合计 25391 亿元，同比增长

13.98%，增速比上届百强高 0.65 个百分点。而

从研发投入来看，本届机械百强企业研发投入

合计 906.5 亿元，同比增长 19.59%，高于同期

营业收入增速 5.61 个百分点。

从名单来看，本届机械百强入围企业最多

的三大行业仍是电工、石化通用机械和工程机

械行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机械百强企

业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机械企

业不断成长，无论是规模、效益，还是科技创

新、国际竞争力都有了长足进步，与世界同类

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成长性和运营效率都有

较好表现。

在百强企业发布会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陈士华发布了 2022 年中国汽车工业

整车二十强、零部件三十强企业名单。上海汽

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2021 年 营 业 收 入

7798.46 亿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7056.96 亿 元）、东 风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5555.15 亿元）分别获得 2022 年中国汽车工

业整车二十强企业前三名。

2022 年中国汽车工业零部件三十强企业

前 三 名 分 别 是 潍 柴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零部件业务收入 2610.36 亿元）、华

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399.44 亿元）、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4.91

亿元）。

“汽车与零部件上榜企业利润增长明显。”

陈士华介绍，上榜的整车二十强企业 2021 年

利 润 总 额 合 计 为 3129.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13%，增加 1124.88 亿元。上榜的零部件三

十 强 企 业 2021 年 利 润 总 额 合 计 为 761.70 亿

元，同比增长 20.47%，增加 129.45 亿元。

创新能力仍待提升

尽管我国机械、汽车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与世界同行顶级企业相

比仍存在一些差距。罗俊杰表示，机械百强、

汽车整车二十强、零部件三十强企业是行业深

入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突出

代表，是行业持续、稳定、健康、高质量发展的

中坚力量。但目前来看，增长慢、盈利弱、创新

不足，以及一些基础与重大技术和产品缺失、

自主品牌培育滞后等仍是我国机械、汽车工业

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机械工业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要加快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与产业数字化转

型。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秘书长、中国机器人

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宋晓刚表示，以工业互联

网为平台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引领机械工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联合会将支持企业

把核心业务系统和重点设备能力向工业互联

网平台迁移，助力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汽车行业同样存在技术制约的问题。“新

能源汽车仍存在冬季里程衰减、充电时间长等

痛点问题。”陈士华说，“这些痛点基本和动力

电池直接相关。”他进一步解释，要解决这些痛

点问题，需要加快实现动力电池技术上的突破

与飞跃。关键在于如何在材料和结构上创新，

以及在多元化技术路线上实现突破。

陈士华表示，除了聚焦动力电池等传统领

域的技术创新和突破之外，如何发力打赢智能

化的下半场显得更为关键。智能汽车产业的

核心竞争力与关键技术逐渐聚焦自动驾驶与

智能座舱。新能源汽车企业要不断加强在智

能化研发方面的投入，同时也要与信息和通信

技术产业深入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的产业生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品的

技术创新和进步。

产业链安全问题也备受重视。在中国汽

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2022 年度之声上，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吴志新表示，相较于传统汽车领域，更应重

视智能新能源汽车车用芯片供应链的安全，更

加重视动力电池稀缺资源的安全、稳定、畅通，

这将直接决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先发优

势、已有优势的巩固和保持。同时，我国动力

电池领军企业要从当下开始，加快推动固态电

池的创新突破和产业化进程。

行业有望平稳增长

2022 年以来，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

环境和疫情反复跌宕等多重挑战，机械工业发

展克服重重困难。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回落，累计增加值

增速也出现回落，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行

业累计投资增速比 1月至 10月分别回落 0.1个、

0.6 个和 0.5 个百分点，机械工业累计出口增速

比 10 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当月出口增速由正

转 负 。 展 望 2023 年 ，机 械 工 业 运 行 趋 势 如

何？汽车行业能否继续保持增长？

“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为 2023 年机械工

业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提

振了行业信心。”罗俊杰认为，机械工业稳增

长基础仍不稳固，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多重压

力和挑战。

他分析说，从需求侧看，行业投资增长势

头较弱，消费恢复态势不强，出口增速回落不

确定性加大；从供给侧看，产业链供应链仍存

在一些关键环节“卡脖子”的难点堵点，增长新

动能尚未形成广泛带动作用。此外，各种不确

定短期变化和外部因素还可能会加重“三重压

力”、影响行业的平稳运行。综合分析，初步预

计 2023 年机械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在 5%

左右。

不同于机械行业，汽车产业链在资本市

场维持较高热度。天眼查数据研究院高级

分析师陈倞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汽车零部件融资事件合计发生 401

起，融资金额超 440 亿元，平均每笔融资超

1 亿元。

陈士华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汽车市

场总体处于普及的后期，居民对汽车的消费需

求依然强烈，加上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带来的

行业红利，为乘用车市场今后保持稳定增长提

供了充分保障。

展望 2023 年，中汽协预测，2023 年汽车总

销量为 2760 万辆，同比增长 3%。具体来说，

乘用车预测销量为 2380 万辆，同比增长 1.3%；

商用车预测 380 万辆，同比增长 15%；新能源

汽车预测 900 万辆，同比增长 35%。

高精度定位服务正成为市场新热点。近

日，百度地图正式发布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

核心，结合高精度地图数据的“北斗高精”一体

化精准定位导航技术，升级了北斗高精车道级

导航，可实时引导用户提前驶入最佳车道并提

供更安全的车道级预警服务。此前，华为、高

德、真我等厂商也宣布推出高精度定位服务。

随着行业快速发展和智能汽车对组合导航需

求的爆发式增长，一场关于定位精度的升级战

已经打响。

关于定位服务，普通人最熟悉的应用莫过

于导航。对于多数有车族而言，脱离导航可能

寸步难行，而高度智能化的自动驾驶对定位精

度提出更高要求。未来，在智慧交通、虚拟现

实、机器人、工业互联、市政物联、智能穿戴等

领域，时空服务需求会更大。

“定位导航和基于高精度时空信息位置服

务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北京

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表示。

2020 年 7 月 31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为全球用户提供

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导航和授时服

务，标志着我国定位导航与位置服务进入了一

个全新时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工程

院院士杨长风表示，北斗系统在国民经济各

主要领域提供安全、精准、可靠的时空基准

信息服务，尤其在推动智能交通、智慧能

源、智慧农业等数字化场景应用方面，大幅

提升了高精度位置服务能力和水平，比如依

托“北斗高精度定位+5G”技术，在大众手

机上实现车道级导航。

当前，中国的北斗、美国的 GPS、欧洲

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四大卫星导航

系统，都是通过无线信号进行高精度测量和

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但

全球四大定位导航系统都只解决了空旷地带

定位问题，室内、城市峡谷和复杂工业园区

等卫星遮蔽区域的广域高精度定位仍是世界

难题。

专家表示，由于卫星定位信号强度相对较

弱、易受遮挡，难以在室内、密林等场景进行定

位。现有室内定位技术如 WiFi、蓝牙、超宽带

等能实现局域室内高精度定位，但节点布设密

度大、投入高，一个大城市需要数百万个甚至

上千万个节点设备，运维难度也大，不利于向

广域普适低成本推广应用，全球室内位置服务

发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记者了解到，在室外，我们通过卫星信

号覆盖做导航。但是人们 80%以上的时间都

在室内，越密集的区域，建筑空间越多、遮

蔽空间越多，在一个城市往往 40%至 50%的

区域都收不到卫星信号，这就意味着在这些

空间用卫星很难满足位置服务的需求。同

时，室内室外定位有空间连续性需求。不管

是未来的无人机、无人车还是自动驾驶，这

一系列需要位置服务的应用需要打通空间的

连 续 性 ， 实 现 室 内 到 室 外 的 位 置 服 务 无

缝化。

在科技部支持下，我国研制了全球首个室

内外无缝高精度导航位置服务平台“羲和”系

统，提出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新型信号体

系，制定了全球首个 5G 高精度定位国际

标准。该技术有效节

约了室内定位成本，

把移动通信网变成了

一张既能通信又能高精度定位的网，从而率先

解决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实现全空域、全时域的便捷定位导航和位

置服务保障。

“把天上的卫星网与地面上的通信网有效

融合起来，构成强大的‘天地一体’网络，就能

实现信号覆盖与服务能力互补。这意味着我

们在建设通信网的同时，可以让它具有跟卫星

网络一样的高精度定位服务能力，满足我们的

定位导航需求，特别是位置服务的商业化应用

难题。”邓中亮说。

北斗和 5G 相互赋能可实现室内外无缝定

位。比如，可以在地下停车场快速找到合适的

停车位，在小区方便地找到朋友家的地址，在

会议中心找到该去的会议室，在展览馆找到感

兴趣的展品。从更高层面说，定位导航与位置

服务可以赋能各个行业，为国家应急救援、公

共安全及广域室内外导航定位服务提供重要

技术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认为，北斗作为全

球性、高精度时空基准，其高精度导航增强技

术与 5G 移动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等融合，

能在全球移动互联网中对流动的信息实现时

空位置动态跟踪，解决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中

的区域、广域或全球的智能规划、决策、协同控

制难题，是智能化时代不可或缺的时空信息基

础设施。

北斗与 5G 相互赋能对提升我国相关产业

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室内精准定

位就是我国北斗在技术上超越 GPS 的关键

之一。

“北斗只有通过实现位置服务商业化才有

可能超越 GPS。”邓中亮表示，由于定位存在很

多盲区，缺乏连续性，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主要

是卖产品，很少卖服务，缺乏成熟的商业模

式。北斗通过与 5G 相互赋能，把卫星定位导

航的服务能力从室外延伸到室内，提升定位导

航服务能力，就可以提供位置服务的商业模

式，从而吸引很多企业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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