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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添 段芳媛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以及一季度GDP、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 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5.3%，超出市场预期。 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托底作用。 一季度，工业保持较高的活跃度和增长率，分产品看，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增速较快，制造业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好的变化。

业内人士表示，附加值高的产业增速更为明显，加大科技创新驱动力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少上市公司积极培育新动能，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积极培育新动能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9.9%，高于1-2月的9.4%，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 一方面是由于基本面改善。 一季度出口保持较强韧性，1-2月制造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大幅反弹至17.2%。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扩大投资意愿会相应提升。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策支持。 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将直接拉动传统制造业设备购置和改建投资，并提升相关设备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意愿。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导向下，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

从工业数据看，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1-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3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

“工业保持较高的活跃度和增长率，分产品看，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增速较快，制造业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好的变化，附加值高的产业增速更为明显。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一季度，消费市场复苏好于预期，居民消费意愿有所提振，内需基础进一步夯实，各类生活服务消费表现超预期。

在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看来，一杯奶茶、一顿烧烤、一碗麻辣烫或是一场“网红”演出，都可以作为撬动文旅消费的流量密码，这也是淄博、天水、开封等城市旅游业火爆的原因。 旅游已不再局限于大牌景区、知名地标，而是分散于大消费、大文娱的各个品类之中。

2024年3月份，农副食品加工业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 从上市公司一季报看，休闲零食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某休闲零食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需求端来看，春节前的需求是超预期的。 从目前五一节的备货情况来看，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

“今年以来，各地针对汽车、家电行业促消费的政策不断出台，促使上市公司订单量持续增多。 农副食品加工业、白酒、饮料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具备较高的市场潜力。 未来持续看好计算机、通信、电子等科技创新行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这些行业在促进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数实融合稳步推进

“从数字经济角度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2.7%，在一季度服务业中表现较为亮眼。 这个产业的增速主要来自企业数字化转型，说明一季度数实融合依然在稳步推进。 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和数实融合是当前服务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为消费和工业产值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盘和林说。

海 天 瑞 声 副 总 裁 、 董 事 会 秘 书 、 财 务 负 责 人 吕 思 遥 对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表 示 ， 科 技 创 新 是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推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引 擎 。 加 强 国 产 AI 算 力 突 破 及 智 算 中 心 建 设 ， 引 导 企 业 通 过 在 数 据 领 域 积 极 作 为 ， 探 索 大 模 型 应 用 场 景 ， 对 推 动 国 内 制 造 业 等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意 义 重 大 。 同 时 ， 持 有 数 据 的 主 体 在 开 放 和 构 建 用 于 大 模 型 训 练 的 高 质 量 数 据 上 应 该 发 挥 更 大 效 用 。

加大科技创新驱动力，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当前，企业面临从市场驱动发展转向科技驱动发展的新局面。 过去市场环境好，企业可以不断拓展市场、增加体量和规模。 现在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或科技创新驱动，具备突破性技术，形成科技创新与市场“双轮驱动”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提振投资者信心。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中国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阶段，一些企业要进行转型升级。 由于传统产业调整，新动能培育，出现一些经济增长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发展质量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不断进步。

普遍重视研发

为提升竞争力，上市公司纷纷加大研发力度，培育核心竞争力。 从上市公司财报看，不少公司研发费用处于高位。

已披露2023年报的1775家上市公司中，有1629家上市公司披露研发费用相关数据。 792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亿元，257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过5亿元，127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0亿元，18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 研发费用投入居前的上市公司中，比亚迪、中国移动、宁德时代、中国电信、海尔智家、中国联通等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实现大幅增长。

以比亚迪为例，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新技术研发布局，2023年共实现营业收入6023.15亿元，同比增长42.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41亿元。 全年研发费用395.75亿元，同比增长112.15%。 2023年，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102844人，同比增长47.56%。

已披露2024年一季报的62家上市公司中，有6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研发费用相关数据，9家上市公司一季度研发费用超过1亿元。 宁德时代、大华股份、深南电路、晨鸣纸业、萤石网络、康缘药业等公司研发费用居前。

报告期内，不少公司研发费用翻倍。 以深南电路为例，2024年一季报显示，1-3月份，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9.61亿元，同比增长42.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亿元，同比增长83.88%。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3.38亿元，同比增长103.58%。

多家公司表态，未来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宁德时代2024年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797.7亿元，同比下滑10.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1亿元，同比增长7%；公司研发费用43.4亿元，同比下降6.71%。 对于研发费用下降的原因，宁德时代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记录表中提到，公司高度重视研发，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主要由研发材料支出、人员支出、设备折旧摊销等构成，一季度同比有微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材料价格同比明显下降。 研发按大类来看包括平台类研发和项目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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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季度经济数据

三大亮点吸睛

经济向好格局料延续

●本报记者 胡雨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 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加快、市

场销售稳定增长……在4月16日发布的一系列重磅数据显示

我国经济一季度开局良好。多位券商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出口环境好转、服务业补库与小企业修复、投资类政策见效是

一季度经济呈现的三大亮点，后续经济将延续稳中向好格局。

依靠两大抓手

“5.3%来之不易，尤其是考虑到2023年同期基数不低的

背景。 ”谈及一季度我国GDP增速超出市场预期，东吴证券首

席宏观分析师陶川认为，工业生产（出口映射）和制造业投资

是最主要的动力，从中可以勾勒出今年经济的两大抓手，即出

口和制造业投资。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高技

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速更是高达11.4%。 陶川认为，在“新质生

产力” 政策主线之下，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给制造业投资“开

了绿灯” 。 相较1-2月，3月制造业投资提速的行业大多与科

技相关，如医药、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制造等。陶川预计，

在科技创新政策持续刺激作用下， 这些行业的景气度将维持

在不错的水平。

申万宏源研究宏观高级分析师屠强认为，出口环境好转、

服务业补库与小企业修复、 投资类政策见效是一季度经济呈

现的三大亮点，这也是未来半年可持续的改善方向：“发达国

家进口增速向需求水平回归支撑我国出口向好， 我国出口环

境改善无需等待欧美补库存；服务业补库存影响下，下游小企

业开始恢复；稳增长发力带动投资阶段性改善，服务业库存回

补也支持服务业投资。 ”

在4月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

来运表示，下一步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经

济稳定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巩固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基础。在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看来，当前

我国经济尚处在温和复苏初期，“稳增长” 等政策落地将保持

较强延续性，前期政策效果有望在二季度迎来集中体现，从而

带动经济动能平稳回升。

近一年一二线城市新房房价环比变化情况

3月70个大中城市

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有所上升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量比前期有所上升， 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降幅略有收窄、同比降幅扩大。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同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对比去年6月份以后房地产各个月的销售总量，可以发现今

年3月份房地产销售总量比去年下半年各个月绝对水平都高，这说

明今年一季度尤其是3月份房地产销售回落确实有去年同期对比

基数较高的原因，绝对量水平并不低。房地产市场仍然具有持续健

康发展的支撑条件。

各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收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降幅略有收窄。

新房方面，3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持平，上海上涨

0.5%，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7%和0.4%。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3%和0.4%，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3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

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4%、

0.3%、1.0%和1.0%。 二、 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

0.5%，降幅均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认为，3月份70城新房、

二手房价格环比降幅双双实现“三连”收窄，意味着市场将缓慢进

入企稳阶段。

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政策措施效果在持续显现。 ” 盛来运

说，今年以来，为解决房地产融资难问题，有关部门推出了“白名

单”融资项目支持政策。 从一季度数据看，房地产国内企业贷款降

幅比1-2月份收窄了1.2个百分点，这与“白名单”融资政策落地有

直接关系。

从房地产销售数据看，盛来运介绍，今年以来，各地方加大了

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的政策力度，包括放松限购、降低公积金贷款

利率等。 还有30多个城市提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在地方政府共

同努力下， 一季度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比1-2月份降幅

分别收窄了1.1个和1.7个百分点。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看，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中央及

各地方加快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推进力度，积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 一季度，“三大工程” 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0.6个百分点。

关荣雪预计，楼市政策密集发布将带动市场情绪逐步修复，4

月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降幅将继续呈现收窄态势。

“从一季度房地产投资、销售情况看，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

过程中。 ” 盛来运表示，要理性看待这一轮房地产调整。 房地产阶

段性调整，有利于房地产后续构建新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盛来运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支撑， 因为我国城镇化没有完

成，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50%，

还有2.97亿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完全市民化。 现有的住房存量中，90平

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房子占绝大多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

镇化深入推进，中国房地产市场改善性需求、刚需都比较大。

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对于我国经济未来修复前景，屠强维持上半年经济温和改

善的判断不变，并强调后续政策方面更需要关注保交楼进展。

出口一直是开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光大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 我国出口面对的外需环境继续改

善，这一积极变化与一系列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政策新举

措相叠加，有望对我国出口形成有力支撑。向前看，随着上年同

期高基数压力逐步消退， 二季度我国出口将保持回升向好，当

季同比有望继续实现正增长。

中银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判断，在国务院印发《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和5000亿元科技

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下，制造业投资有望保持同比较高增

速， 基建投资在2023年结转5000亿元增发的特别国债和2024年

新发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下，料维持平稳增速。

就消费而言， 国信证券宏观固收首席分析师董德志判断，

2024年以来，国内住宿和餐饮业、教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较2023年明显抬升， 表明中国消费型服务业企业或开始大

规模扩大生产和招聘员工， 国内就业岗位供给较2023年有望

明显增加，这将直接带动失业率下降并提振消费。此外，就业岗

位供给增加还能稳定居民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前期连续四年积

累的超额储蓄或逐渐“解冻” ，推动消费进一步增长。

“消费稳中向好是支持国内经济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的

关键，国内消费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给国内消费的增

长提供了良好基础。 ” 在董德志看来，后续经济将延续稳中向

好格局。

2023年以来GDP季度同比增长数据（%）

注/按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表/段芳媛

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发展 企业科技创新升级加码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数据以及一季度GDP、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 一季度我国GDP同比

增长5.3%，超出市场预期。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一定程度上发挥

了托底作用。一季度，工业保持较高的活跃度和增长率，分产品看，充电桩、3D

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增速较快，制造业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好的变化。

业内人士表示，附加值高的产业增速更为明显，加大科技创新驱动力成

为越来越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少上市公司积极培育新动

能，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本报记者 董添 段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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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表/王舒嫄

积极培育新动能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9.9%，高

于1-2月的9.4%，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 一方面

是由于基本面改善。 一季度出口保持较强韧性，

1-2月制造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大幅反弹至

17.2%。 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扩大投资意愿会相

应提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策支持。大规模设

备更新改造将直接拉动传统制造业设备购置和

改建投资， 并提升相关设备制造业企业扩大生

产意愿。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导向下，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

从工业数据看，3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实际增长4.5%；1-3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1%。 3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

有3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

“工业保持较高的活跃度和增长率，分产品

看，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增

速较快，制造业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好的变化，附

加值高的产业增速更为明显。 ” 工信部信息通信

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一季度，消费市场复苏好于预期，居民消费

意愿有所提振，内需基础进一步夯实，各类生活

服务消费表现超预期。

在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看来，一杯

奶茶、一顿烧烤、一碗麻辣烫或是一场“网红” 演

出，都可以作为撬动文旅消费的流量密码，这也

是淄博、天水、开封等城市旅游业火爆的原因。旅

游已不再局限于大牌景区、知名地标，而是分散

于大消费、大文娱的各个品类之中。

2024年3月份，农副食品加工业行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2%。 从上市公司一季报看，休闲零食

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增长。某休闲零食上市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需求端来看， 春节前的

需求是超预期的。 从目前五一节的备货情况来

看，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

“今年以来，各地针对汽车、家电行业促消

费的政策不断出台，促使上市公司订单量持续增

多。农副食品加工业、白酒、饮料等与生活息息相

关的行业具备较高的市场潜力。未来持续看好计

算机、通信、电子等科技创新行业对经济的推动

作用，这些行业在促进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

新质生产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 中央财经大学

副教授刘春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数实融合稳步推进

“从数字经济角度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2.7%，在一季度服务业中表

现较为亮眼。这个产业的增速主要来自企业数字

化转型， 说明一季度数实融合依然在稳步推进。

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和数实融合是当前

服务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为消费和工业产值

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盘和林说。

海天瑞声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吕思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科技创新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加强国产AI算力突破及智算中心建设，引导企

业通过在数据领域积极作为，探索大模型应用

场景，对推动国内制造业等产业转型升级意义

重大。 同时，持有数据的主体在开放和构建用

于大模型训练的高质量数据上应该发挥更大

效用。

加大科技创新驱动力，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当前，企业面临从市场驱动发展转向科技

驱动发展的新局面。 过去市场环境好，企业可以

不断拓展市场、增加体量和规模。 现在必须依靠

技术创新或科技创新驱动， 具备突破性技术，形

成科技创新与市场“双轮驱动” ，才能实现高质

量发展，进而提振投资者信心。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中国仍处于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阶段，一些企业要进行转型

升级。由于传统产业调整，新动能培育，出现一些

经济增长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发展质量持续提

升，高质量发展不断进步。

普遍重视研发

为提升竞争力， 上市公司纷纷加大研发力

度，培育核心竞争力。从上市公司财报看，不少公

司研发费用处于高位。

已披露2023年报的1775家上市公司中，有

1629家上市公司披露研发费用相关数据。 792家

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亿元，257家上市公司

研发费用超过5亿元，127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

超过10亿元，18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超过100亿

元。研发费用投入居前的上市公司中，比亚迪、中

国移动、宁德时代、中国电信、海尔智家、中国联

通等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实现大幅增长。

以比亚迪为例，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新技术

研发布局，2023年共实现营业收入6023.15亿

元，同比增长42.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00.41亿元。 全年研发费用395.75亿

元，同比增长112.15%。2023年，公司研发人员数

量为102844人，同比增长47.56%。

已披露2024年一季报的62家上市公司中，

有6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研发费用相关数据，9家

上市公司一季度研发费用超过1亿元。 宁德时

代、大华股份、深南电路、晨鸣纸业、萤石网络、康

缘药业等公司研发费用居前。

报告期内，不少公司研发费用翻倍。 以深南

电路为例，2024年一季报显示，1-3月份，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39.61亿元， 同比增长42.2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亿元， 同比

增长83.88%。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3.38亿元，

同比增长103.58%。

多家公司表态， 未来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宁德时代2024年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797.7亿元， 同比下滑10.4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1亿元，同

比增长7%； 公司研发费用43.4亿元， 同比下降

6.71%。 对于研发费用下降的原因，宁德时代在

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记录表中提到，公司高度

重视研发，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主要

由研发材料支出、人员支出、设备折旧摊销等构

成，一季度同比有微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材料价

格同比明显下降。研发按大类来看包括平台类研

发和项目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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