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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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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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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53.0%和52.7%，比上月上升1.7、1.6
和1.8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
回升。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作为经济运行先行
指标，3月份三大指数同步回升，显示我国
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内生动力持续
增强，社会预期不断改善，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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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扩张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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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景气面明显扩大。

——产需指数双双回升，进出口指数重
返扩张区间。

“3月份，随着稳经济扩内需稳外贸政
策持续发力，经济内生动力不断释放，同时

外部需求也有所改善，市场需求增长较好。”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说。

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3.0%，较上月上升4.0个百分点；新出口订
单指数为51.3%，较上月上升5.0个百分点，
在连续11个月运行在50%以下后重返扩张
区间。

文韬表示，3月份，春节假期影响消退，
天气逐步回暖，企业和工地全面开工复工，
需求增长带动企业生产意愿上升。生产指
数为52.2%，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

——三大重点行业同步扩张，小型企业
PMI升至扩张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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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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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均有所改
善。3月份，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
51.1%、50.6%和50.3%，比上月上升0.7、1.5
和3.9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PMI12个
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生产经营活动有
所加快。

——市场预期继续向好，企业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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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增
强。

“从最新月度数据看，汽车销量保持增
长态势。继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后，我们
在广州城区开通点到点领航辅助服务
（PPA）。”极越首席执行官夏一平说，中国有
丰富应用场景、大量高素质人才和完备产业
供给体系，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景广
阔。

不过，赵庆河也表示，调查结果显示，企
业生产经营中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反
映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
仍然较高。当前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还需进一
步细化落实，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从非制造业情况看，3月份，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53.0%，比上月上升1.6个
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回升。

服务业回升向好。3月份，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2.4%，比上月上升1.4个百分
点，连续3个月回升。从市场预期看，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58.2%，比上月上升0.1个
百分点，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建筑业扩张加快。赵庆河说，随着气候
转暖和节后集中开工，各地建筑工程施工进
度加快，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6.2%，比
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建筑业总体扩张加
快。

“3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2.7%，
比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扩张加快。”赵庆河说。

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主要生产需求指
标稳中有升，人流、物流要素流动更加活跃。

前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 10.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2.3%；我国公路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
10.3%，其中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23.7%；
数字货运平台运满满大数据显示，3月1日
至 15日，农用物资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20.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下
阶段，要坚定发展信心，狠抓政策落实落地，
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
会预期，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三大指数同步回升
折射中国经济复苏暖意

关注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记者 魏梦佳）《大国复利：中国高
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五国合作智库报告发布暨国际研
讨会31日在北京举行。报告显示，近几年来我国在新民生、新消
费、新制造、新基建、新服务五大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

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来自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印度的合作智库共同发布。报告认为，复利是财富
创造、资产增值的利器，大国复利具有收益稳定性、长期积累性
和可持续性三大特征，能长期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中国
式现代化的“复利式”发展动能集中体现为创新驱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和绿色发展。

报告通过详尽数据展示了我国在五大领域取得的成果，具
体表现为：乡村生活火热、城市绿地变多等十大新民生变化丰
富居民日常生活，新场景和新模式助力数字、健康、绿色等新消
费崛起，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制造提高“制造强国”成
色，新基建集中发力改善民生，新质生产力支撑下的新服务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运行态势回升向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培育，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
发展的韧性、活力与潜力。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对内制度性改革和对
外高水平开放的大国复利正逐渐释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发布报告时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
驱动优势不断凸显，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产业发展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此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英国、加拿大、巴西等国10余位专家学者共议中国经济发展的
潜力和前景。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布表
示，中国在创新、改革、开放、可持续的推动下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通过提高民生福祉、促进技术进步、加强全球合作等，中国
正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为人类的美好未来铺平道路。

报告显示：中国在五大领域
高质量发展成绩显著

3月31日，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贯
洞镇宰门村田间管护辣椒秧苗。

随着气温回升，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积极投入到春季农业
生产当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卢忠南 摄

春耕生产正当时

（上接1版B）
向良田要粮，也要向科技要粮。当前，

小麦全面返青起身，正值管护关键期，嘉祥
县抢抓农时，用科技手段助力春耕田管，为
小麦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植保无人机、高低
隙植保机等现代化农业机械因操作便捷、工

作效率高，逐渐成为该县麦田春管的“主
角”。

嘉祥县实施高效农机提升行动，全面推
进农业装备转型升级，突出耕整地、播种、植
保等关键环节，加快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等
先进适用装备示范与推广应用，有效推动了

无人机等现代化设备在植保等关键环节的
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水平。

据介绍，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种类范围为14个大类38个小类125
个品目，补贴标准按照农机产品市场价格的
15%至30%执行。“目前，嘉祥县农机保有量

达3.7万余台，2023年，全县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2895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1727台。”
嘉祥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科教科科长梁
锋说，“下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种粮户
提供技术服务，精准落实各项补贴措施，助
力全县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

（上接1版A）“我们生产的这款智能掘锚机
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其核心
部件‘机载锚杆钻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83%，获‘山东省单项冠军产品’认定。”该公
司董事长田胜利介绍。

从为大型煤矿做零配件起家，天河科技
经过20年发展，已成长为集高端煤机装备
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矿山装备
企业，年销售收入达3.7亿元。

“企业的成长得益于全市优良的发展环
境和矿山装备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田胜
利介绍，公司依托大型煤矿企业聚集优势，
加强与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在西安、济南、

济宁等地设立研发分中心，探索出“科研高
地、创新平台、院企一体、产业示范”的合作
模式。

如今，以矿山装备制造为代表的高端装
备制造企业在邹城市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
形成了以矿山装备整机企业东华重工为龙
头带动，天河科技等煤机企业协同拉动，博
诚电气等上游装备零部件基础产业配套较
为齐全的矿山装备产业链条体系。去年，邹
城矿山装备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

我市把工业经济作为“压舱石”和“动力
源”，把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主体，大力

推进链条式增长、集群化壮大、方阵型崛起，
推动产业向高端高质跃升，形成了龙头企业

“顶天立地”、高成长性企业“遍地开花”的良
好产业生态。

围绕“231”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市梳理
19条核心产业链，将企业对链入位、分链
组团，先后邀请山东赛迪研究院、山东省新
材料产业协会、山东省医药行业协会等6
家机构、128名专家学者进行了调研论证，

“一链一策”制定产业发展“全景图”“路线
表”，生成延链补链强链项目416个。同步
建立“重点项目库+产业专家库”，邀请参
与论证的机构和专家学者持续跟踪、把脉

定向、指点迷津，助力我市向制造强市加速
迈进。

风好正是扬帆时，策马扬鞭再奋蹄。
2024 年济宁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济宁
将继续坚持制造强市首位战略，推动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加快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全市上下乘势
而上、勇毅笃行，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强
力攻坚制造强市建设，更大力度构建高
能级现代产业体系，跑出制造强市“加速
度”，不断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硬
支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济宁实践”迈
出铿锵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