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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4月2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

盟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并保

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篇章。 2019年，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倡议

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4年来，各方积极响应、共

同努力，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

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为保护人类文明精华作出亚洲

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的成立，有利于

加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深化亚洲文明交流，繁荣世界文

明百花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中国愿在联盟框架

下，同亚洲各国携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积极推

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由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

文物局、 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5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开幕。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2023年“五一”

期间休市的规定，本报5月1日至3日休刊，

5月4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三新” 折射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延续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连润

从出口“新三样” 、消费“新业态” 、投

资“新项目” 相关数据来看，经济企稳回升

态势延续。

专家认为，受海外需求改善、低基数影

响以及出口“新三样” 拉动，下阶段出口增

长有支撑。 在消费“新业态”动能释放以及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背景下， 消费有望继

续回暖。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落地

加快，投资料保持较快增长。

出口“新三样”保持高增长

一季度，“新三样” 增速领跑我国外贸

出口。 海关数据显示， 一季度电动载人汽

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 产品合

计出口同比增长66.9%， 增量超过1000亿

元，拉高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

“新三样”出口高增背后，既有全球需求

的增长，也有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一季

度‘新三样’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且占我

国整体出口比重明显提升，表明‘新三样’行

业竞争力提高，并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

柏文喜看好“新三样” 发展前景。 “当

前‘新三样’ 出口因国际产业环境变化而

持续向好。 ” 柏文喜说，总体来看，“新三

样” 出口将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与持

续增长的良好势头。

在“新三样”出口高增长带动下，我国外

贸保持良好态势。 上海航运交易所监测数据

显示，4月21日， 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达

到1037.07点，较上期上涨0.3%，连续四周上

扬。 机构人士表示，该指数走高说明海外需求

有边际改善迹象，并且短期内可能持续。

海外需求改善的同时， 外贸新动能的

拉动作用也将显现。“新动能对支撑外贸增

长的作用逐步显现， 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

态增长也比较快。”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付凌晖说， 下阶段， 稳外贸政策会持续显

效，有利于实现外贸全年促稳提质目标。

多重因素影响下， 下阶段出口保持增

长有支撑。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

示，去年出口基数较低，叠加我国产业竞争

力和韧性将发挥一定作用， 未来两月出口

增速有支撑。

消费“新业态”动能释放

一季度，消费动能不断激发。 统计数据

显示，随着市场流通改善，网上消费持续向

好， 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7835亿

元，同比增长7.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24.2%。

令人欣喜的是， 网络零售这一新业态

正从“万货商店” 变成“万物到家” ，其触

角从城市伸展到乡村。 在网络零售中，以

“线上下单，线下30分钟内送达” 为特征的

即时零售近年来异军突起。 综合多家零售

平台数据可见，一季度，实体门店线上订单

量同比增长约46%。

消费新场景越来越多地被点亮， 新业

态促消费的澎湃动能正加快释放。“即时零

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品

质化、 多样化、 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不断涌

现，不仅成为消费恢复性增长的新动力，长

远看也将为消费提质扩容开辟新空间。” 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说。

在消费“新业态” 推动下，消费整体呈

现出向好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意

愿有待提升，汽车、家电、住房等消费占比

高、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的大宗消费潜力有

待进一步释放。

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

为，在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背景下，

消费有望继续回暖， 大宗实物消费将企稳

回升。（下转A02版）

运营商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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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逾两成

专项债靠前发力

力促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今年以来，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超1.5万亿元，

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

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为缓解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

力，近期，多地公布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落

地实施进展。

专家认为， 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

本金有利于中小银行稳健发展， 也有助于提升其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专项债发行延续较快节奏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5日，今年以来，已

发行新增专项债15352.28亿元， 整体高于去年同

期，占全年专项债新增限额的40.4%。

“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尽快尽早发行与使

用，将拉动基建投资，起到托底经济作用，也体现

了加力提效的财政政策正得到有力贯彻与高效执

行。 ”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从专项债资金投向来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是“重头戏” 。 安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池光胜

表示， 一季度47.5%的专项债投向包括交通运

输、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

传统基建领域，投向保障房、旧改、棚改的专项债

占比14.8%。 与此同时，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

比例略有提升。 2023年已公布发行明细的新增

专项债中有1052亿元左右用作资本金， 占同期

新增专项债的7.8%左右， 较2022年的6.6%小幅

提升。

据华金证券统计， 截至4月15日，23个省、计

划单列市披露了二季度地方债发行计划， 总计

13422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计划发行5621亿元。

兴业研究分析师胡晓莉表示，2023年专项债

延续早发行、早使用特点。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

约占提前批额度60%， 后续剩余提前批额度或于

二季度发行完毕。 预计二季度新增一般债和专项

债分别为2520亿元、13680亿元。

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除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外，今年以来，发行专项

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也在加速推进。

近期，包括宁夏、辽宁、黑龙江在内的多地披

露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相关信息。 例如，

202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

债券 （一期）-202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专项

债券（三期）于4月13日完成招标。 此次专项债券

实际发行规模为30亿元。 （下转A02版）

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4

月

25

日，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会议指出，

2013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至今已整整十年。 目前，全国约

3000

个大厅、

4

万个窗口、

10

万人的登记队伍，每天为

40

万群众和企业提供各类登记服务，十年来累计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7.9

亿多本、不动产

登记证明

3.6

亿多份，电子证书证明

3.3

亿多本。 图为广州南沙城市景观。 文

/

本报记者 王舒嫄 新华社资料图片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意见

培育汽车出口优势 研究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二期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稳

规模优结构的意见》。 《意见》指出，外贸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

模优结构， 确保实现进出口促稳提质目标任务。

具体举措包括，培育汽车出口优势、研究设立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二期等。

培育汽车出口优势 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

在稳定和扩大重点产品进出口规模方面，

《意见》提出，培育汽车出口优势。各地方、商协会

组织汽车企业与航运企业进行直客对接， 引导汽

车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中长期协议。 鼓励中资银

行及其境外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汽车企业在海外提供金融

支持。 各地方进一步支持汽车企业建立和完善国

际营销服务体系，提升在海外开展品牌宣传、展示

销售、售后服务方面的能力。

《意见》指出，提升大型成套设备企业的国际

合作水平。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更好服务

大型成套设备项目。 金融机构在加强风险防控基

础上，统筹考虑项目具体情况，保障大型成套设备

项目合理资金需求。 鼓励各地方通过开展招聘服

务等方式，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加强岗位技能培

训，确保履约交付，推动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意见》明确，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 加快

修订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 进一步提高进口

贴息政策精准性， 引导企业扩大国内短缺的先进

技术设备进口。

新认定一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在加快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意见》提

出，稳定和提升加工贸易。新认定一批国家加工贸

易产业园。完善边境贸易支持政策。修订出台边民

互市贸易管理办法， 优化边民互市贸易多元化发

展的政策环境，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意见》要求，推动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

发展。 加快出台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引

导跨境电商企业防范知识产权风险。 建设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并发挥好其作

用，指导企业用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相关税收政

策措施。

在优化外贸发展环境方面，《意见》 明确，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加大对外贸企业的信用培育

力度， 使更多符合认证标准的外贸企业成为海关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进一步便利出口退

税办理，推动实现出口退税申报报关单、发票“免

填报” ，更好服务广大外贸企业。

同时，更好发挥自由贸易协定效能。高质量实

施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 编发重点行业应用指

南， 深入开展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等专题培训。 鼓励和指导地方组织面向

RCEP等自由贸易伙伴的贸易促进活动。 （下转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