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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4月2日，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货轮靠泊在港口装卸货物（无人机照片）。
今年以来，浙江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持续繁忙。一至二月，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2.27 亿吨，同比增长

4.9%；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12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3%。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在连续 5 个月收缩后，3 月份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 50.8%，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 PMI 升至 53.9%，小型企
业 PMI12 个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折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蓄，市
场发展预期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

PMI 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
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3 月份，随着企
业在春节过后加快复工复产，市场活跃
度提升，制造业 PMI 重返 50%以上的扩
张区间。从景气面看，在调查的 21 个行
业中有 15 个位于扩张区间，比上月增加
10 个。

多家外媒认为，制造业PMI高于临界
点，显示中国经济发展企稳回升。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站载文说，3 月份中国制造
业活动出现半年来首次扩张，并创下一年
来的新高，表明中国经济已找到新的增长
引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是中国
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随着近期一系列

刺激措施开始生效，中国市场预期继续向
好，中国经济正展现企稳迹象。”《华尔街
日报》报道称。

“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反映中
国经济运行边际改善、回升明显。”中国物
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说。

综合制造业PMI分项指数变化来看，
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
增强——

新动能成长壮大。3 月份，高技术制
造业、消费品行业、装备制造业PMI分别为
53.9%、51.8%和 51.6%，比上月上升 3.1、
1.8和2.1个百分点，均高于制造业总体水
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均高于 55.0%，相关行业产需加快
释放，反映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经营主体活力释放。中小企业是扩
大就业、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3 月
份，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升至 50.6%、
50.3%，均是在连续 11 个月运行在 50%以
下后重返扩张区间。

市场发展信心增强。3 月份，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6%，比上月上升1.4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

“一系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分项指
数显示，我国经济恢复基础更牢、创新发
展动能更强、回升向好潜力更足。”南方科
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说。

事实上，在 3 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公
布之前，中国经济多项指标都出现明显改
善，如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出口重回
两位数增长等等，释放出中国经济开局良
好的暖意。

“包括制造业PMI在内的诸多经济指
标加快复苏，既彰显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表明中
国采取的各项稳增长政策举措持续落地
见效，将有力提振经济社会发展信心。”金
李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中国
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将继

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在当前全球跨境贸易投资低迷的背

景下，苹果、葛兰素史克等诸多跨国公司
高管近期密集访华。不久前举行的“投资
中国”首场标志性活动，更是吸引了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余名企业家和外
国在华商协会代表参加，中国市场“磁吸
力”持续释放。

“随着中国市场产业结构的变化，我
们也在用新的态度来调整投资。”松下控
股集团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说，集团 3 月
份在江苏苏州落地了一个关于半导体电
子材料新产线的项目，将建设 5 万平方米
自动化、智能化的绿色工厂，打造国际一
流的集成电路新材料生产基地。

“展望未来，我们觉得中国在 2024 年
将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轨迹，并将位于
政府宣布的增长区间。”亚洲开发银行行
长浅川雅嗣说。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信心与动能

透视中国制造业PMI释放的经济运行信号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申铖）记者日前
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年前2个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 5759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725 亿元、专项
债券4034亿元。

数据显示，前2个月，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3685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368 亿元、专项债券 2317 亿
元。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9444亿元，其中一
般债券3094亿元、专项债券6350亿元。地方政府债
券平均发行期限1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
率2.58%。

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14092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9.1年。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任军 陈云
富）3月份，经历月初和月末的两轮强势上涨
后，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不断刷新纪录，单
月涨幅达9.68%。

3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上涨9.8%，
创下 3 年多来的单月最大涨幅。受此带动，
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水涨船高”。3月29
日，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较活跃的
AU99.99 收盘价为每克 527.54 元，较 2 月 29
日收盘价增长 9.68%。4 月 1 日，AU99.99 继
续上涨，收盘于每克533.74元，再迎新高。

在终端市场，4 月 2 日，一些金店的足金
饰品报价达每克 690 元以上，投资金条报价
也在每克540元以上。

国华首饰黄金投资部经理刘宝表示，金价
高企的背景下，一方面，有的顾客认为黄金价
格已达高点，选择卖出手中黄金。另一方面，
较为激进的顾客依然看好金价上涨空间，选择
入手。从数据来看，这两部分人群数量接近。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CEO王立新认为，
近期，美联储降息预期强化、地缘政治风险不
减反增对金价构成支撑。技术层面上，包括
纽约商品交易所在内的主要期货市场上，多
头持仓显著增加，推动更多投资者进入。

山东能源集团期现交易经理刘日成表
示，金价快速上涨，容易使部分多头获利平
仓。当市场都在谈论黄金时，投资者应警惕
市场过热带来的风险。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 2
日对外发布“2022年度地方预决算公开度排行榜”，
广东、河南、湖南位居榜单前三名。这是 2015 年以
来，财政部第 7 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预决算公
开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实现“应公开尽公开”：
2022 年度应公开预决算的地方各级政府均已全部
公开；应公开预算和决算的地方各级部门分别为
25.46 万家、25.47 万家，未公开的分别为 6 家、8 家。
未公开预决算的地方政府和部门数量，自2018年度
以来连续五年均为个位数。

地方部门所属单位方面，2022年度公开预算和
决算的地方各级部门所属单位分别为 34.68 万家、
32.11 万家，公开率分别达到 99.92%、99.95%，基本
实现公开全覆盖。

“总体来看，各地预决算公开透明度持续提升。”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不断健全预决算公开
工作机制，抓实常态化监督，全力推进预决算公开规
范化、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与
此同时，各地强化信息技术支撑，不断优化公开方
式，确保公开数据真实、准确、可读，让社会公众找得
着、看得懂、能监督。

然而，检查也发现，部分地方预决算公开仍存在
薄弱环节：个别部门及少数部门所属单位未公开预
决算信息；少数预决算信息未在批复后20日内向社
会公开；部分预决算公开内容不完整不细化不准确；
部分预决算公开内容可读性不够。

这位负责人说，下一步，财政部将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工
作，持续提升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规范性，增强财
政透明度，以公开促改革，不断提高财政治理效能。

地方财政“透明度”哪家强？
财政部发布排行榜

前 2 个月全国发行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近6000亿元

单月大涨近10%！
黄金价格屡创新高

（上接第1版）
推广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降低数字技术应用

门槛——
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

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聚
焦数字技术服务中小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将
重点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

“我们将会同产学研用各方，持续推进 5G 应用
规模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赵志国说，将研究出
台 5G 应用发展接续政策，加快推进 5G 行业虚拟专
网建设，为行业转型发展提供网络支撑。同时持续
推动5G-A、5G轻量化等技术演进和产品研发，强化
技术储备。

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备受关注。当前，
众多数字领域企业加快技术、产品布局，竞逐人工智
能市场。

“每一个企业，每一天都有大量数据产生，它们可
能来自设备，也可能来自云端。”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
庆说，联想正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存
储和网络设备等，在人工智能电脑产业加快发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刘伯超表示，将
拓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
验检测等不同环节，以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原材
料、装备制造等不同行业应用。在通用人工智能方
面，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布局
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
新型工业化。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上接第1版）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发挥

“五老”作用，坚持立德树人，主动融入
“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学习实践
活动，开展宣讲 66 场次，受教育青少年
8100 多人次。坚持关爱帮助，资助 7 所
大专、高中学校困难学生 357 人，举办

“关爱微心愿”活动 23 期，帮助 2058 名孩
子实现微心愿。

精准精细抓落实
服务水平再上台阶

“感谢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我对晚
年生活很满意”“我父亲现在就医取药更
加 方 便 了 ，多 亏 了 市 里 一 直 推 动 解
决”……在春节走访期间，老干部及其家
属们对老干部工作者这样说道。

宁德市围绕老干部急难愁盼问题，进
一步优化服务保障工作。

——协调优化老干部医疗保障。在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推动市直老
干部全部享受预支零星购药费政策和恢
复医保个账，市直离休干部、“5·12”退休
干部全部享受每月送医上门服务，打通
就医取药“最后一公里”，获得老干部广
泛赞誉。

——确保关心关爱无遗漏。推动全
市完善落实“四上门、五必访”工作制度，
共入户走访慰问老干部2201人次，发放慰
问金（品）近 190 万元，电话慰问老干部
2737人次。结合走访慰问收集意见建议，
及时帮助协调解决老干部问题 75 个。指
导各地各单位落实“五个一”荣誉退休制
度，为1150多人举办荣退仪式。

——深化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新一
轮老干部居家养老购买服务，市直、古田、
周宁将对象扩大至“5·12”退休干部，全市
共上门服务老干部1588人次。

加大力度促升级
阵地建设再行优化

“宁德现在适合老年人学习活动的去
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老干部在沟通交
流中，时常对阵地建设表示肯定。

宁德市把满足老同志精神需求作为
目标，积极打造文化养老的优质平台。

——更高质量办好老年大学。市老
年大学以争创中国老年大学标准示范校
为目标，努力提升教学质量，开设课程 49
门、教学班 103 个，学员突破 2500 人。在
办好原有分校和教学点的基础上，新设立
2 个教学点。同时，市老年大学新校区建
设用地得到明确，前期工作稳步推进。

——更高质效用好活动中心。市老
干部活动中心围绕“五好”目标，运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开展
“丰富一批学习活动、更新一次展播内
容、搭建一个线上平台、建成一个志愿
总站、讲好一段宁德故事”的“五个一”
活动，努力把“老党员之家”建设成为市
直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和党员学习活动
的主阵地。

——更高水平管好正能量活动基
地。落实市两办《关于加强离退休干部正
能量活动基地建设的通知》精神，对活动
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做到有进有出，促进
基地整体提升，吸引近万名老同志赴基地
学习活动，推动“闽东之光”通过老同志越
传越广、越传越远。目前，我市有 19 个活
动基地入选省级离退休干部党员传承红
色基因学习教育基地。

接续奋进新征程，携手同心谱新篇。
宁德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将继续用心
用情用力，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制
度，在推动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彰显
新作为。

□ 本报记者 郭晓红 通讯员 林杨

暖 阳 照 桑 榆 夕 阳 更 生 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