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经济数据出炉 稳增长政策需持续加码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连润

当前经济形势如何？ 国家统计局6月17日公布的数据给出了答案：5月，在宏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外需有所改善、“五一”假期等因素带动下，服务业、消费和进出口都有所回升，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就业、物价形势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有所提升，经济在回升向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后续稳增长政策需持续加码。

提振有效需求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从最新发布的金融数据看，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 5月，人民币贷款新增9500亿元，尽管环比多增2200亿元，但同比少增了4100亿元。

“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主要原因是企业和居民有效贷款需求不足。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回升向好仍有波折，不利于企业贷款需求释放。

业内人士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后续稳增长政策需持续加码。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奂劼表示，为确保实现全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巩固当前经济稳步复苏态势，政策需从保障就业、创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加大各级民企纾困和继续改善房地产市场销售环境等方面落到实处，进一步提振内需。

中国民生银行宏观研究团队认为，政策应继续在扩大需求方面发挥效应，特别是财政政策发力空间充分，有望发挥托底作用。

促稳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和运行具有重要影响。 为稳定房地产市场，5月17日，人民银行密集出台多项个人住房贷款领域政策，包括降低首付比例、降低房贷利率等。

“5月中旬以来，有关部门和地区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1至5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额、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有所收窄。 ”刘爱华说，但也要看到，政策效应释放还需要一定时间，目前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过程中。

销售端数据可以证明。 据克而瑞研究统计，5月，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3224.1亿元，同比下降33.6%，单月业绩规模仍徘徊在历史低位。

房地产去化周期偏高，销售端仍在调整，去库存、稳楼市仍面临较大压力。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信号，政策窗口将进一步打开。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针对收购库存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政策仍存进一步发力的空间。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认为，从整体基调上看，新一轮去库存举措或将逐渐开启。 预计相关措施尚在研究储备过程中，落地仍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若核心城市政策继续优化，市场有望持续好转，从而逐渐以点带面带动全国市场筑底企稳。 ”曹晶晶说。

消除复苏“温差”

从内外部形势看，后期经济持续恢复面临一定挑战。

向内看，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 以外贸为例，5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比上月提升0.6个百分点。 前5个月，进出口累计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数据回暖的同时，受疫情“疤痕效应” 、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等因素影响，一些外贸企业出口放缓，微观感受“偏冷” ，抑制了企业投资意愿。 5月制造业PMI重回荣枯线下方，产需指数均有较大幅度回落，企业生产投资意愿有所降温。

向外看，全球价值链上的融资约束加剧，跨国资本配置失衡，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下降以及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这些因素都在不断扭曲资源分配，影响经济恢复的持续性。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程实表示，下半年，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势。 尽管短期内复苏势头依旧强劲，但长期来看，全球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错配问题日益严重。 资源要素的错配可能会抑制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拖慢长期经济增速，影响经济修复持续性。

综合各方面情况，稳增长政策有必要也有空间加大用力，并抓好落地见效。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建议，通过发行专项债等方式，加大对基础设施薄弱领域的投资，在补短板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持续优化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避免市场大起大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税收优惠，帮助其渡过难关，保持经济活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共促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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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解读

文旅消费不断增长

多点开花助力繁荣

●本报记者 杨梓岩

国家统计局6月17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5月份，中国消费增长3.7%，创近

期新高。 1-5月份，在假期出行比较活

跃的因素推动下，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9%，通讯信息、交通出行、旅游咨询

租赁等服务零售保持了较快增长。今年

以来，各个假期出游人次同比均出现显

著增长， 旅游大众化趋势愈加明显，下

沉市场多点开花，以优质供给推动文旅

消费持续繁荣。

旅游市场火热

回望今年前5个月，一组组出行数

据传递出旅游市场加速复苏的信号。

文旅部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同比增

长34.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

长 19.0% ； 国内 游 客 出 游 总 花 费

6326.87亿元，同比增长47.3%，按可比

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7.7%。 今年清

明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19亿人

次， 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

11.5%； 国内游客出游花费539.5亿元，

较2019年同期增长12.7%。 今年 “五

一” 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95

亿人次，同比增长7.6%，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同期增长28.2%；国内游客出游

总花费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按

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13.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

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6

月17日表示，1-5月份， 在假期出行比

较活跃的因素推动下，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7.9%，通讯信息、交通出行、旅游

咨询租赁等服务零售保持了较快增长。

“在天水为吃一碗麻辣烫排了两

个多小时的队伍”“尽管下着小雨，但

丝毫没影响游客体验簪花的热情”“正

定夜市里仿佛来了一亿人”“全国各地

游客赶往新疆阿勒泰” ……继去年的

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游“出圈”之后，

一个又一个火遍全网的文旅IP支撑起

旅游市场持续繁荣。

旅游市场的火热更折射出文旅消

费向大众化转型的趋势。 同程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淄博、天水、开封等城市火爆，流

量源头是分散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碎

片化元素，包括一杯奶茶、一顿烧烤、

一碗麻辣烫或是一场“网红” 演出，而

这一现象反映出旅游消费大众化的重

要特征。

小城多点开花

伴随文旅市场走向大众化，越来越

多的小城释放出文旅消费新动能，“县

域游”“小城游”热度攀升，百花齐放。

不少游客和从业者向记者讲述了

他们今年在几个新晋“网红”城市旅行

和经营的体验。 西安的张先生谈到：

“天水麻辣烫实惠好吃，地方美食太吸

引人了，今年‘五一’ 假期仿佛全国人

民都来天水了。”张先生告诉记者，“五

一” 假期天水的麻辣烫门店几乎都在

排队， 他排了两个多小时才吃上这碗

“网红”美食。

“阿勒泰一直都是热门目的地，但

是今年端午节来的游客尤其多。 ” 在阿

勒泰经营一家民宿的徐女士告诉记者，

今年的小长假甚至是周末，她的民宿都

处于满房状态，“没想到一部剧让阿勒

泰‘火上加火’ ” 。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2024年以来，春节、清明、‘五一’ 、端

午等假期，“小机场”城市机票、酒店预

订量逐步提升。 从去哪儿平台看，拥有

“小机场” 的三线及以下城市，机票、酒

店预订量在清明假期迎来爆发性增长，

以云南芒市、江西上饶、宁夏中卫、福建

三明等“小机场” 城市为目的地的机票

预订量同比增长七成以上。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沈佳旎告诉记者，“爆款小城” 的

出现， 契合了游客近年来寻求个性化、

独特化体验的需求；同时，小城的旅游

消费价格相对便宜，消费者更容易享受

到轻松惬意的旅行环境，这也是大众化

旅游消费的重要一环。

优质供给充沛

实际上，县域小城所代表的下沉市

场， 正日渐成为拉动全国消费的主战

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7%， 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1%。 今年一

季度，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3%， 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40.1%。

小城游火热， 网红县城增多靠的

不仅是性价比和社交媒体营销， 支撑

文旅消费持续繁荣的是越来越多的县

域小城瞄准消费者需求， 从供给端释

放潜能。

一方面，下沉目的地越来越懂游客

的心。以“宠客游” 模式为例，大学生是

当前文旅消费的主力军，在旅游大众化

时代，“得大学生者得天下” 已成为业

界共识。 淄博、哈尔滨、洛阳、天水均主

打一个“宠” 字。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

研究员肖鹏向记者表示，所谓“宠” ，实

际上体现的是以游客为本、 注重细节，

同时融合特色文化，将游客的需求和体

验放在首位。

另一方面，部分拥有丰富文旅资源

的县级旅游城市原本就是热门旅游目

的地，其在产品迭代方面发力，围绕周

边中心城市的休闲度假市场需求进行

针对性升级，是助推其实现“长红” 的

重要因素。

以正定夜市为例， 程超功告诉记

者，从资源禀赋来看，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正定的文旅资源基础在县级城市中

优势明显，且与石家庄等周边核心城市

的通达性较好，可以很好地承接夜市爆

火之后的“泼天流量” ，在接待空间上

保证了古城、夜市流量的顺畅转化。

“一个市场下沉、需求升级的大众

旅游新时代已经到来。 政府与市场、自

然与人文相得益彰才是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的底层架构。 ” 中国旅游研究院

院长戴斌告诉记者， 近年来频频 “出

圈” 的网红城市正在有序构建“长红”

的制度基础、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 目

的地县城和乡村要向市场释放更多的

善意和温暖， 以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完

善的公共服务和现代商业环境留住游

客，推动文旅消费持续繁荣。

小牙刷“刷”出大市场

（上接A01版）扬州民生刷业

日化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德钢便是

其中一例。“杭集世代沿袭的牙刷

制作基因可能早就融入了我的血

脉里。 ”回忆起当年从媒体辞职创

立公司的情景，张德钢不禁有些感

慨：“离开媒体行业， 接手家里的

小作坊，从只有两台旧机器、十来

个人开始做牙刷产业，除了基因传

承的因素外，还与小时候杭集全民

经商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

20世纪80年代，杭集提出“全

民办工业” 。 一时间，牙刷厂在那

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高峰时

期，当地有近万家牙刷作坊。 1989

年，杭集人韩国平回乡创立“三笑

牙刷” 。 此后，“三笑牙刷”通过引

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助力当地牙刷

规模化生产。 到1995年，杭集成规

模的牙刷企业达到200多家，牙刷

产量占全国的80%左右。 除此之

外，“三笑牙刷” 将产品直接卖到

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国市场打开

杭集牙刷销量。 2000年，“三笑牙

刷”遍布国内主要商超，占国内市

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2003年，杭集牙刷产业迎来

高光时刻。 杭集被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 中国日杂品工业协会授予

“中国牙刷之都” 称号。 “目前，

杭集有牙刷及配套生产企业

2000余家， 年产牙刷75亿支，出

口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 国际市

场占有率35%以上， 占我国牙刷

出口总量的90%。 ” 杭集高新区

（杭集镇） 经济发展局局长刘锐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刘锐看来， 杭集牙刷产业

高度集聚， 具有鲜明的区域经济

特色。一方面，牙刷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品牌优

势明显， 杭集洗漱用品产业的国

内和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

产业集聚的优势让总部位于

广西柳州的两面针将牙刷生产线

落户杭集。 “公司看中的正是杭

集不断壮大的牙刷产业和不断完

善的上下游产业链所形成的集聚

效应。 ” 说起当年落户杭集的原

因，两面针（江苏）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兰进坦言。

如今，杭集高新区已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试点项目

名单。这意味着，产业链上下游、各

环节的配套将更快向杭集聚集。

运用新技术

推动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我们的牙刷和酒店日用品

产业， 市场占有率已接近行业

‘天花板’ ，要捅破‘天花板’ ，

必须加速园区 ‘二次创业’ ，开

启转型升级的新征程。” 四年前，

杭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黄金勇

一语道破杭集牙刷产业发展所

面临的阵痛。

对此，杭集加快实施“技术、

节能、绿色、智能” 四大改造工

程，鼓励牙刷企业通过技术创新，

推动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作为杭集牙刷企业推动智能

化改造的最新例证， 三笑集团投

产的绿色智能工厂， 被视为杭集

传统产业向医美日化创新集群转

型升级的先行项目。 “这个工厂

总投资10亿元， 去年4月拿地开

工，12月底投产运行。”三笑集团

执行董事长韩笑添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现在我们投用新工厂，

希望通过技术革新带动企业‘二

次创业’可以走得更远。 ”

刘锐介绍， 三笑集团绿色智

能工厂项目实现了当年拿地、当

年开工、当年投产，是“杭集速

度” 的典范，迈出了杭集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

走进三笑集团绿色智能工厂，

隔着超长落地玻璃，中国证券报记

者看到， 在宽敞明亮的大型车间

里，150台机器人正同时挥舞“手

臂” 自动完成注塑注胶等工序。

“这个工厂配备了智能机器人、

自动化流水线， 配合智能化管理

系统，能维持产线24小时运转。 ”

韩笑添说，“在投产后， 这个工厂

可日产牙刷200万支，生产效率提

升了50% ， 库存周转率提升了

100%，交货周期缩短了50%。 ”

在采访过程中，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到，“牙刷第一股” 倍

加洁已率先将智能车间升级为

互联网工厂，实现“机器换人”

和“智能制造” 。 “这几年，我们

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投入很

大。 ” 倍加洁副总经理姜强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们在企

业应用软件方面的投入有1000

多万元，此外，还做了一些新的

体系认证。 这些都是实现系统化

和信息化的流程。 ”

倍加洁的智能化改造经验正

在杭集地区推广。刘锐说：“推动

杭集牙刷产业转型升级， 标杆示

范引领智能化改造是一项重要工

作。我们大力推广高露洁、倍加洁

等企业的智能化改造经验， 加大

相关软件的普及应用力度， 推动

中小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

营管理等业务数字化转型， 打造

更多契合企业需求、 符合产业特

点的改造样板。 ”

在推动智能化改造的同时，

杭集牙刷企业也在推进数字化

转型。 “2023年，公司加大数字

化转型力度，投入四成年利润用

于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今年升

级‘管理大脑’ ，打造数字工厂，

冲刺2024年增长30%的目标。 ”

张德钢说。

全国首个数字化牙刷团体标

准4月26日在杭集发布， 传递出

当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强烈

信号。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

业协会理事长相建强表示：“数

字化牙刷给了传统牙刷行业和口

腔护理行业一个革新的方向，希

望通过标准的制定， 助力更多企

业转型升级。 ”

培育新增长点

加大产品研发创新

在“智改数转” 推动杭集牙

刷产业技术升级的同时， 产品研

发创新正助力杭集牙刷企业培育

新增长点、拓宽新赛道。

以扬州曙光牙刷厂为例，这

个拥有40余年历史的牙刷厂与

纳米级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合作， 研发了一款用天然甘

蔗炼糖剩余的秸秆料制成的全新

环保牙刷，可实现100%降解。 这

支环保牙刷的诞生， 让曙光成功

进入德国、 瑞典等国家的牙科诊

所市场， 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高端

化的新道路。

作为“厂三代” 的曙光牙刷

厂厂长屠新业， 回想起自己接任

后研发新产品的历程， 至今印象

深刻：“过去， 我们的产品附加值

低， 每支牙刷的售价只有1毛钱，

用庞大的产量去赢得低端消费市

场， 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寻求

一线生机。 在与纳米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合作的过程

中，我们出现过失败，也受到过质

疑，但最终还是顶住压力，研发出

这支环保牙刷， 用创新将曙光拉

出了低端市场。 ”

无独有偶。依靠创新，两面针

（江苏） 实业有限公司研发的新

款牙刷， 敲开了迪拜各大酒店的

大门。 “这款牙刷的刷毛采用蓖

麻油提取的物质生产， 比传统的

尼龙刷毛更加细密柔软； 刷柄则

挑选生长期合适的竹子， 这样更

有韧性。 ” 兰进拿着一支印有

“LMZ” 字样的酒店用品牙刷

说，“仅这支牙刷，2021年就出口

了约400万支。 ”

为更好地做好产品创新，兰进

表示，两面针（江苏）实业有限公

司在安徽合肥专门设立创新基

地，包括研发中心、产品设计中心

以及营销创意中心等。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为支持企

业创新， 杭集已成功引进包括国、

省、市级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50余

人， 申报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研

究生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工程

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23家。

刘锐表示， 杭集加强与国内

外大学、科研院所、专业服务机构

等合作，自主开展技术创新，积极

创建国家及省市工程中心、 技术

中心、成果转化平台、技术创新联

盟，建设专业化众创空间、孵化基

地，推动牙刷产业创新发展。

5月经济数据出炉 稳增长政策需持续加码

当前经济形势如何？ 国家统计局6月17日公布的数据给出

了答案：5月， 在宏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外需有所改善、“五

一” 假期等因素带动下，服务业、消费和进出口都有所回升，工

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就业、物价形势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

进，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

需要看到的是， 当前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有所提升，

经济在回升向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后续稳增长政策

需持续加码。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连润

视觉中国图片

提振有效需求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

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 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从最新发布的金融数据看，有

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 5月，

人民币贷款新增9500亿元，尽管环

比多增2200亿元， 但同比少增了

4100亿元。

“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

增，主要原因是企业和居民有效贷

款需求不足。 ”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

分析师王青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回

升向好仍有波折，不利于企业贷款

需求释放。

业内人士认为，有效需求不足

是制约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后续

稳增长政策需持续加码。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罗奂劼表示，为确保实现全年

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巩固当前经济

稳步复苏态势， 政策需从保障就

业、创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加大

各级民企纾困和继续改善房地产

市场销售环境等方面落到实处，进

一步提振内需。

中国民生银行宏观研究团队

认为，政策应继续在扩大需求方面

发挥效应，特别是财政政策发力空

间充分，有望发挥托底作用。

消除复苏“温差”

从内外部形势看，后期经济持

续恢复面临一定挑战。

向内看，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

之间存在“温差” 。 以外贸为例，5

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

比上月提升0.6个百分点。前5个月，

进出口累计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数据回暖的同时，受疫情“疤

痕效应” 、 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等因

素影响， 一些外贸企业出口放缓，

微观感受“偏冷” ，抑制了企业投

资意愿。 5月制造业PMI重回荣枯

线下方，产需指数均有较大幅度回

落，企业生产投资意愿有所降温。

向外看，全球价值链上的融资

约束加剧， 跨国资本配置失衡，劳

动力市场流动性下降以及就业市

场结构性失衡，这些因素都在不断

扭曲资源分配，影响经济恢复的持

续性。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程实表示，

下半年，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

势。 尽管短期内复苏势头依旧强

劲，但长期来看，全球资本和劳动

要素的错配问题日益严重。资源要

素的错配可能会抑制全球全要素

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拖慢长期经济

增速，影响经济修复持续性。

综合各方面情况，稳增长政策

有必要也有空间加大用力，并抓好

落地见效。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明明建议， 通过发行专项债等方

式，加大对基础设施薄弱领域的投

资， 在补短板的同时促进经济增

长；持续优化政策，稳定房地产市

场预期，避免市场大起大落；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为中小企业，尤其

是民营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

税收优惠，帮助其渡过难关，保持

经济活力；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形

成政策合力，共促经济稳定增长。

促稳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对经济增长和运行具有重要影

响。 为稳定房地产市场，5月17日，

人民银行密集出台多项个人住房

贷款领域政策， 包括降低首付比

例、降低房贷利率等。

“5月中旬以来， 有关部门和

地区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1至5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额、房屋新

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有所收窄。 ” 刘

爱华说，但也要看到，政策效应释

放还需要一定时间，目前房地产市

场仍在调整过程中。

销售端数据可以证明。 据克而

瑞研究统计，5月，百强房企实现销

售操盘金额3224.1亿元，同比下降

33.6%， 单月业绩规模仍徘徊在历

史低位。

房地产去化周期偏高，销售端

仍在调整，去库存、稳楼市仍面临

较大压力。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释放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信号，

政策窗口将进一步打开。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针对收

购库存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相

关政策仍存进一步发力的空间。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

曹晶晶认为，从整体基调上看，新一

轮去库存举措或将逐渐开启。 预计

相关措施尚在研究储备过程中，落

地仍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若核

心城市政策继续优化， 市场有望持

续好转， 从而逐渐以点带面带动全

国市场筑底企稳。 ”曹晶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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