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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保持增长，投放节奏平稳——

金融精准发力推动经济回升
本报记者 姚 进

中国人民银行 5 月 11 日公布的金融

统计数据显示，4 月末，广义货币（M2）余

额 280.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比

上月末低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1.9

个百分点。4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7188

亿元，同比多增 649 亿元。初步统计，4 月

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22 万亿元，比上

年同期多 2729 亿元。

专家认为，货币信贷总量继续保持稳

定增长，投放节奏更为平稳。这表明稳健

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力，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金融推动经济回升力度保持在较高

水平。

4 月份 M2增速小幅回落，继续处于高

位运行状态。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温彬表示，一方面，4 月份居民存款减

少 1.2 万亿元，同比多减 4968 亿元，主要

是在资本市场和理财市场回暖背景下，居

民储蓄有所分流；另一方面，4 月份财政

存款增加 5028 亿元，同比多增 4618 亿元，

财政资金回笼也制约了 M2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4 月末狭义货币（M1）

余额 66.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增速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高 0.2 个百分点。

M2 与 M1 剪刀差收窄 0.5 个百分点至 7.1

个百分点，表明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仲量

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

监庞溟认为，受去年 4 月央行集中上缴利

润带来的 M2高基数影响，M2与 M1剪刀差

收窄，但也反映了实体经济和经营主体经

营活动活跃度明显提升，资金周转效率和

使用效益不断提高。

4 月份信贷投放呈现季节性回落，信

贷节奏趋于平稳。“分部门看，金融机构持

续增加对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信贷

投放，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 6669 亿元，同

比多增 4017 亿元。居民贷款再次下降，减

少 2411 亿元，同比多减 241 亿元，短期贷

款和中长期贷款均出现回落，居民消费信

心和购房意愿仍需进一步稳固。”温彬说。

“在经济回升带动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增加，以及政策面鼓励银行适度提前发力

等因素的带动下，一季度信贷投放前置明

显，规模高达 10.6 万亿元，大约相当于上

年投放总量的 50%，节奏偏快，会对信贷

项目储备形成一定透支效应。而在信贷

额度约束下，银行会在二季度适当放缓信

贷投放节奏。”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表示，4 月份新增信贷规模环比回

落，属于经济回升阶段信贷投放节奏的正

常调整。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

认为，4 月份信贷与社融增量变动受多方

面因素影响：一是相对明显的季节性变

动，季度初月的银行信贷考核力度不强。

二是一季度超额投放满足了实体经济短

期资金需求，4 月份继续增加负债的动力

不强，信贷需求放缓。三是监管部门与金

融机构主动放缓信贷投放节奏，央行一季

度例会表示要保持信贷总量增长、节奏平

稳，一季度超额信贷投放可能部分占用了

二季度信贷额度，4 月份部分贷款与银行

承兑可能延后至 5 月份放宽。四是内需

恢复情况尚不稳固，政策需持续扩需求。

“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

续精准有力，短期节奏调整不影响扩需求

的整体政策导向，信贷与社融较快增长仍

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王运金说。

庞溟表示，考虑到企业生产经营热度

持续回暖，“五一”假期带动线下消费和服

务消费强劲修复，房地产销售端的点状回

暖复苏态势将进一步畅通“销售—拿地—

新开工”链条，社会有效需求回暖与城乡

居民收入增加、经营主体信心预期企稳之

间的正反馈也进一步加强。预计经营主

体内生动力和社会有效需求持续的、积极

的修复，将继续带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

的信贷需求保持在合理水平。

温彬建议，应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和连续性，尤其是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的协调，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进一步

提振经营主体信心。货币政策在保持稳

健的前提下，继续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

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持续加大金融对实

体经济支持力度，巩固经济稳步回升的

基础。

百亿元吸金力是如何练就的多地近日晒出“五一”文旅市场成绩单。其

中，成都在 5 天假期里，共接待游客 1939.4 万人

次，创旅游收入 150.6 亿元。

成都旅游吸金力为何这么强？从“晓看红

湿处，花重锦官城”到“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

风半入云”，有太多诗句咏叹过成都的自然之

美；三星堆、青城山、武侯祠⋯⋯成都历史文化

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可以说，成都旅游捧了个

“金饭碗”。

不过，成都没有捧着“金饭碗”等饭，而是努

力把丰厚的文化资源变成文化产业。比如，成

都近年来持续构建大熊猫 IP 全产业链体系，从

大熊猫研学体验到周边衍生品开发，熊猫经济

为成都旅游市场聚集了大量人气和商气。

成都丰富的文化活动让旅游体验更深刻。

到成都旅行，白天可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展，夜

晚能在锦江欣赏一曲穿越千年的《伎乐·24》，想

要解锁新潮玩法，还有音乐会、小剧场、酒吧派

对等更多选择。从“非遗集市”到“夜游锦江”，

成都将经典旅游元素和都市生活串联起来，既

有风花雪月，也有人间烟火，用文化熏陶带动文

化消费，文化消费反哺文化创意。

“五一”假期，火起来的不止成都。不过，新

鲜感可能为网红城市带来瞬间人气，但并不是每

个网红城市都能形成持久知名度。网红城市红

了之后怎么办？作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成都以夜间经济、周末经济为重点，

通过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文旅点位、线路、活

动、场景，持续拉动旅游消费。无论是在安仁古

镇中举行一场传统中式婚礼，还是身穿运动服

在五凤溪古镇玩飞盘，或是带着小朋友在西来

古镇写生，从美丽风景到生活场景，成都对旅游

业的精耕细作已经融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把一年四季都变成了旅游旺季。

对于旅游业而言，资源禀赋固然重要，但要吸引游客一来再来，还是要

做好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文博看展、文化演

艺成为旅游新风尚，“旅行+演艺”“旅行+看展”“旅行+刷博物馆”受到市场

青睐，展式社交、国风汉服、围炉煮茶等活动精彩

纷呈⋯⋯实践证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旅行

时间、深度、消费等方面的需求更加充分释放。

5 天百亿元的吸金力绝非一时之功。旅游

城市成为网红、赢得流量只是第一步，便捷的

交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

环境，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才是旅游目的地发展

的底层逻辑。多项数据表明，文旅融合对消费

的拉动作用愈发明显，旅游城市与其羡慕别人

的吸金力，不如好好修炼自己的软实力。

天 津 打 造 氢 能 产 业 集 聚 地
本 报 天 津 5 月 12 日 讯（记 者 周

琳）天 津 市 新 能 源 领 域 近 期 捷 报 频

传：总投资 10 亿元的博格华纳新能

源电机及电驱动总成生产基地项目

联合厂房和工程中心主体已全部完

成，预计 7 月正式投入使用；商务部

重点外资项目法国液化空气集团天

津氢能供应基地日前在天津港保税

区临港区域顺利注册启动，该项目未

来预计可满足天津地区约 70%的使

用需求；天津新氢能源发展公司日前

宣布，顺利通过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

的清洁氢认证，成为国内首批获得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清洁氢认证

的企业。

近年来，天津市积极完善新能源

产业链条，目前已初步形成氢气制取、

储运、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及示范应

用产业链布局。

天津港保税区氢能产业发展办

公室负责人罗春雨介绍：“保税区科

学布局氢能产业，践行党建引领共同

缔造理念，代表滨海新区获得国家首

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成员资

质，氢能产业发展具有思路明确、政

策完善、项目优质三大特点，天津氢

能供应基地项目后期还将布局液氢

生产，达产后总体产能有望突破 1.3

万吨，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地区氢气供

应能力。”

走进天津港保税区内的天津市氢

能示范产业园，临港海洋集团与临港

建设公司、临港产城集团三家公司的

员工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新家”。

3 月 10 日，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启动智能装备园转型升级工作，推

进天津市氢能示范产业园全面转型升

级。4 月 1 日，智能装备园运营管理主

体 由 临 港 产 城 集 团 交 予 临 港 海 洋

集团。

“三家公司通力合作，在短短 22

天内迅速完成智能装备园运营管理

主体移交及氢能示范区转型升级的

攻坚任务，有效推动了氢能产业的内

部 循 环 。”临 港 海 洋 集 团 董 事 长 赵

月说。

天津市氢能示范产业园这个“新

家”布置完成后，临港海洋集团将以现

有的新氢动力、氢璞创能、国鸿氢能、

杭叉新能源、重塑科技等重点项目为

基础，规划氢能测试区、智能制造区、

创新研发区、示范展示区、综合服务区

等五大功能区，预留 2 万平方米的发

展用地，满足企业长期发展及产业链

延伸需要，将园区打造成以交通、储

能、发电等领域为核心的全链条氢能

产业集聚地。

天津市工信局统计显示，天津市

目前已构建“锂、光、风、氢”协同创新

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锂离子电池

领域形成从上游关键材料生产、中间

电池产品供应及检测、下游电池应用

及回收的全产业链，动力电池产业集

群发展全国领先。风能领域拥有维斯

塔斯、东方电气、明阳风电、弗兰德传

动等国际国内风电整机制造龙头和核

心配套生产商，成为国内最大的风力

发电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太阳能领域

形成从单晶硅片、电池片、组件、光伏

应用系统到光伏系统集成的生产链

条，中环新能源 G12 大尺寸光伏硅片

产能占全球产能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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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人社部等 5 部门明确

今年起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本报北京 5 月 12 日讯（记者敖

蓉）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务院

国资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取

消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

证有关衔接工作的通知》，不再将

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

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

手续的必需材料。

据悉，今年起，不再发放《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

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

报到证》，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

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

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

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用人单位和高校要认真梳理调

整原涉及就业报到证的办事规则

流程并及时公告，进一步精简证明

材料，切实做好取消就业报到证有

关工作衔接。

5 月 11 日，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喷涂作业员对一架空客

A350—900 宽体客机进行喷漆打磨工作。完成整机喷涂后，这架飞机将从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飞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完成交付。据悉，这是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

维修产业基地投产以来承接的首单空客 A350 机型飞机整机喷涂业务。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花卉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

温济聪

5 月 8 日凌晨，辽宁省朝

阳市凌源市东城街道房申村

村民张树强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他来到凌源花卉交易市场

大厅外卖起了百合、郁金香。

房申村是凌源花卉产业

的主产地之一，目前全村花卉

种植面积 1400 余亩，有 400 多

户、近千人从事花卉种植及销

售，花卉总产值近亿元。张树

强是村里的花卉种植大户，他

家有 20 多个种植大棚，一年

销售额 500 万元，净利润 50 万

元左右。

凌源是我国北方最大的

球根类鲜切花生产基地、种球

繁育基地之一，郁金香、唐菖

蒲、东方百合的产销量分别占

全国的 60%、60%、30%。“凌源

百合”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花卉产业被辽宁省政府确

定为重点扶持产业。

凌源市委书记王志刚表

示，凌源的花卉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目前凌源市正以花卉

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马志强是凌源市小城子镇杨大营子

村花农。5月 8日下午，他正忙着在大棚里

给鲜花切割、打捆、包装。他家有 4个百合

大棚，主要种植西伯利亚、黄天霸这两个

百合品种。“一个棚一茬能卖

4 万多元，一年两茬的收入能

有 10万元左右。”马志强说。

如 今 ，凌 源 加 快 推 进 花

卉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农民

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王

志刚介绍，凌源正以国家级

现 代 花 卉 产 业 园 建 设 为 引

领，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

链“三链同构”为重点，坚持

科技创新、数字赋能，不断优

化花卉产业发展生态，推动

花卉产业成为凌源乡村振兴

的主导产业、共同富裕的“美

丽事业”。

花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离 不 开 金 融 活 水 的 支 持 。

2022 年以来，建行凌源支行

累计为花农办理 85 户贷款，

授信金额共 2000 万元，支用

1100 万元。3 年以来，邮储银

行凌源市支行累计发放花卉

大棚贷款 3600 万元，提供 130

多人次贷款支持，平均每年

每户增收 5 万元。

“我们将继续强化延链补链，打造花

卉全产业链；强化数字赋能，提升花卉产

业数字化水平；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花卉

产业高质量发展。以花卉产业为带动，加

快推进凌源的乡村振兴。”王志刚表示。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印发方案

开展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本报北京 5 月 12 日讯（记者刘

亮）今年 5 月是第 3 个“民法典宣传

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日前联合印发《2023 年“美好生

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方案》，在

全国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今年宣传月活动以“美好生

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活动期

间，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一系列普

法宣传活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在黑龙江省举办全国“三下乡”集

中示范活动暨“美好生活·民法典

相伴”主题宣传活动。在河北省正

定县举办全国“民法典进农村”主

题宣传活动，发布第二季“法在你

身边”三分钟案说民法典系列短视

频。由全国普法办作为指导单位，

重点在北京市开展地铁民法典法

治文化节、上海市开展“送民法典

进校园”、天津市开展“您关注的问

题 我 宣 讲 的 主 题 ”系 列 微 宣 讲

等。113 个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各个省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结

合实际开展一次民法典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