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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瑞东 刘星辰

3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继续呈

现扩张态势，显示出我国经济总体保持稳定

增长。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 3 月 31 日发布数据显示，

3 月份，我国制造业、非制造业景气度延续向

好态势，保持在扩张区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 50.5%、50.8%和 51.4%，

比上月上升 0.3、0.4 和 0.3 个百分点。随着

“两新”等政策落地，市场需求扩张加快，提振

企业生产意愿，经济新动能加速切换。

产需指数继续上行，扩张有所加快

3月制造业PMI升至 50.5%，较上月上行

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

从指数构成来看，3月制造业PMI上行，主

因是市场需求扩张加快。其中，新订单指数较

上月上行 0.7个百分点至 51.8%，拉动 PMI上
行 0.21个百分点；生产指数较上月上行 0.1个

百分点至 52.6%；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下行

0.4个百分点至 48.2%，反映制造业企业用工

需求回落；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上行 0.2个

百分点至 47.2%，反映原材料库存降幅收窄；

反向计算的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较上月下降

0.7个百分点至 50.3%，表明交货时间加快。

从结构看，小型企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3 月小型企业 PMI 较上月上行 3.3 个百分点

至 49.6%；中型企业 PMI较上月上行 0.7个百

分点至 49.9%；大型企业 PMI 为 51.2%，比上

月下降 1.3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

分行业看，经济新动能加快释放。3 月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分别为 52.0%、52.3%和 50.0%，比上月上

升 1.2、1.4 和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连续两

个月回升；3 月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9.3%，比

上月下降 0.5个百分点。

政策加快落地，提振企业生产意愿

需求方面，随着春节影响逐步消退，“两

新”政策加快落地，3月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

快，新订单指数为51.8%，较上月上行0.7个百

分点，是推动本月制造业PMI上行的主因。同

时，3月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继续上行0.4个

百分点，表明国内出口仍具备一定韧性。分行

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

数加快上行，反映经济新动能加快发展。3月

装备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3.7个

百分点至55%以上，创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

高技术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4.1个

百分点至接近56%的较高水平。

供给方面，3 月生产指数为 52.6%，较上

月上升0.1个百分点，保持在扩张区间。其中，

装备制造业PMI生产指数较上月上升0.8个百

分点至接近 55%的水平；高技术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较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接近

54%的水平。

价格指数回落，出口指数继续上行

3 月原材料及产成品价格指数双双回

落。受前期国际油价下跌，国内高耗能行业

需求偏弱等因素影响，3 月原材料购进价格

指数降至 49.8%，较上月回落 1.0 个百分点；

出厂价格指数降至 47.9%，较上月回落 0.6个

百分点。

结构来看，经济新动能相关的价格指数

呈上升趋势。3月装备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

较上月上升 2.5个百分点至 53%以上，出厂价

格指数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至接近 49%
的水平；高技术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较上月

上升 0.6个百分点至 50%以上，出厂价格指数

较上月上升 1.7个百分点至接近 49%的水平。

价格差方面，3 月出厂价格与购进价格

指数的差值有所收敛，由上月的-2.3个百分

点收窄至-1.9个百分点。

从库存指数来看，3 月原材料库存指数

较上月回升 0.2个百分点至 47.2%，产成品库

存指数较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至 48.0%，反

映终端需求扩张导致产成品库存下降。

服务业景气度回升，消费动能有
望增强

3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较上月

上行 0.3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业景气度持续向

好。从细分数据看，服务业新订单指数较上月

上行1.2个百分点至47.1%；服务业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较上月上行0.6个百分点至57.5%。

分行业看，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居民线下

消费升温，3 月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较上月明显上升，升至 52%以上；与经

济新动能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持续活跃，3 月

电信运营相关服务业商务活动升至 60%以

上，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活动指数

升至 53%以上。后续随着消费政策的持续催

化，以“人工智能+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消费

的培育，服务业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此外，建筑业市场预期向好。随着各地

建筑业施工进度加快，3 月建筑业商务活动

指数为 53.4%，连续 2 个月保持上升，创下

2024 年 6 月以来的新高。其中，房屋建筑业

和土木工程建筑业活动均保持扩张态势，商

务活动指数均处于 54%以上。从预期来看，

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3%，较上月

上升 0.6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 60%以上。随着财政增量资

金的逐步投放，后续将转化为实物工作量，带

动建筑业景气度向好。

从采购经理指数看经济新动能加快释放

■ 刘怀丕 牛少杰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风建设如逆水行舟，

一篙松劲退千寻，唯有一体推进学查改，融入

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方能推动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矩开始，制

定出台八项规定，从“舌尖上的浪费”到“车轮

上的腐败”，从“会所里的歪风”到“节日里的腐

败”，以小切口推动大整治，党风政风焕然一

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八项规定深刻改变

中国。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一

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

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用数字留痕代替真抓实干；少数干部心存

侥幸，违规吃喝穿上“隐身衣”；个别领域门好

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现

象再度警示我们，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

性，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要以钉钉子精

神，保持力度、保持韧性，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不断取得新成效。

化风成俗，绝非朝夕之功。各级党组织要

持续完善“抓常、抓细、抓长”的工作机制，始终

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

杠杠，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

问题解决，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督促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党员干部当以学习教育为契

机，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

贼”，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

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新华社电 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

1-2月，“两新”政策进一步发力显效，带动设

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8%，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继续发挥扩消费、稳投

资、促转型、惠民生重要作用。

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

金规模增加至 3000 亿元，首批 810 亿元资金

于 1 月 6 日第一时间下达，扩围支持手机、平

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购新。数据显

示，前两月，汽车以旧换新超过 107 万辆，带

动新车销售额达 1165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申请量超过 2000 万台，限额以上单位家电类

商品零售额达 1537 亿元，同比增长 10.9%。

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大

幅增长 26.2%，6000 元以下手机销售量和销

售额分别达 4422 万部、1126 亿元。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达 117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达

35亿元。

今年 2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

持设备更新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至电子信

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粮油加工等领域，

持续拉动投资增长。1-2 月，全国设备工器

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8%，对全部投资增长

的贡献率为 62.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6 个

百分点。其中，与“两新”密切相关的制造

业技改投资增长 10%；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增

长 12.8%。

带动重要产品生产方面，1-2 月，规模以

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0%，汽车、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产量分别增长 13.9%、

47.7%、32.2%；规模以上家电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0.1%，电冰箱、洗衣机等产量呈两位

数增长。

加快重要资源回收利用方面，前两月，全

国新增智能化社区回收设施近 1400 个，自去

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增设 1.2 万余

个；报废汽车回收量同比增长 50.1%，其中 2月

份同比大增188.2%；废钢回收利用量约3700万

吨，再生铜铝铅锌共计产量约 300 万吨，同比

稳中有升。 张晓洁 魏玉坤

前两月“两新”政策带动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8%

锐 评

前两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9.9%

本报讯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2月，我国服务进出

口总额 13095.6亿元，同比增长 9.9%。

数据显示，1-2月，我国服务出口 5495.8亿元，同比增长 13%；服

务进口 7599.8亿元，同比增长 7.8%。服务贸易逆差 2104亿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 83.3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1-2月，知

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4766.5亿元，同比增长 2.5%。

税务部门2024年检查网络主播
累计查补收入近9亿元

本报讯 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部门在 2024 年对

169名网络主播开展检查，累计查补收入 8.99亿元，有力规范了行业

税收秩序，促进了行业健康发展。

据介绍，2024 年，全国税务稽查检查涉嫌虚开骗税企业 6.18 万

户，认定对外及接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 619.08万份，挽回出口退税损

失 145.33亿元。

数 读

9.9%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的便捷性

与效率，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按照统

一部署，国家统计局积极推行“在线复议”工

作，公众可以通过基于互联网的“全国行政复

议服务平台”和微信小程序“掌上复议”申请

统计行政复议，并通过“在线听证”平台进行

网上听证，努力实现统计行政复议的全程在线

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对国家统计局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派出机

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通过在线渠道

向国家统计局申请行政复议。

在线复议包括以下渠道：

一是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用户可

通 过 浏 览 器 访 问 全 国 行 政 复 议 服 务 平 台

（https://xzfy.moj.gov.cn/），进行注册和登录。

平台提供了详细的申请指南和在线填写申请表

的功能。用户需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上传

证据材料，可在线查询申请状态和处理进度。

二是微信小程序“掌上复议”。用户只需

在微信中搜索“掌上复议”小程序，按照提示

进行注册和登录。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时，

需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必要的证据材料。申

请提交后，用户可以随时查看申请状态和处理

进度。

三是在线听证平台。对于需要举行听证

的行政复议案件，国家统计局将依托“在线听

证 ”平 台（https://xzfy.moj.gov.cn/tz/login）进

行网上听证。用户无需亲临现场，只需通过

电脑登录平台或手机登录微信小程序，即可

参与听证过程。听证过程中，用户可实时查

看听证笔录和证据材料，充分发表自己的意

见和观点。

据了解，在线复议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实

现行政复议全程在线办理。从申请提交到听

证举行，再到复议决定送达，全程实现在线办

理，有效节省了公众的时间和精力。二是提高

行政复议工作透明度。在线复议平台公开了

行政复议的流程和标准，用户可随时查询申请

状态和处理进度。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及时

纠正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为企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此外，国家统计局在积极推进在线复议的

同时，依然保留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对于

线下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依规处理。

国家统计局积极推行“在线复议”工作

为落实生态环保护的有关要求，降低航运对菜子湖湿地越冬候鸟的不利影响，引江济淮菜巢线每年的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实

施禁航。随着候鸟的不断北迁，菜子湖湿地候鸟越冬季目前已经结束，这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水运重要通道迎来全面复航。

中新社供图

引江济淮菜巢线复航引江济淮菜巢线复航

9 亿元

因清明节假期安排，本报刊期作出如下调整：4月 4日（周五）休刊，本月出刊总期

数、总版数不变。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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