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5.0%、9.1%、7.9%，今年一季度，长

三角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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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牵引”投资向好
◎ 记者 潘洁

今年以来， 长三角多地明确坚持项目为王

理念，吹响了重大项目建设“冲锋号”，全力扩大

有效投资。

沪苏浙皖各有亮点

今年一季度，长三角经济运行回暖向好，沪

苏浙皖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 13.6%、

5.0%、9.1%、7.9%，均实现稳步增长。

“总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是关键变量，起

到了拉动经济的作用。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教授温建宁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今年一

季度，随着疫情影响大幅消退后内生动能反弹，

长三角多项经济指标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呈

现较强复苏势头。

“一季度，稳增长政策体系靠前部署，长三

角经济运行经历了从 ‘低谷-缓慢回升-强劲反

弹’的恢复过程。 尤其是 3 月份，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强势回升。 ”温建宁说。

具体来看 ，数据显示 ，一季度 ，上海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6%，而去年全年为下降

1.0%。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投资增长 50.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

资增长 77.3%。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效应显现，上海作为

引领发展的‘火车头’，具有更强的投资引力作

用，能够更快享受政策红利和投资聚集。 ”温建

宁指出，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

于工业投资支撑有力。 一季度，上海工业投资增

长 14.0%，比去年全年提高 13.4 个百分点。

温建宁进一步分析称， 基础较为薄弱的安

徽也受益较大，今年以来，产业发展的高质量，

体现在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 产业转型升级加

快推进上，从而实现投资增长的加速。

安徽投资的亮点在哪？ “制造业投资较快增

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高位，民生补短板领

域投资持续加强，资金保障继续加强。 ”温建宁

说。

数据显示， 安徽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7.9%。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9.9%，制

造业投资增长 18.3%， 其中新开工制造业项目

投资增长 62.7%。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5%。

苏浙方面， 浙江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9.1%，与上年全年持平，其中，项目投资增

长 14.8%，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34.4%。 江苏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 分领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7%，增速比全部投资高出

3.7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9.9%，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6%。

值得一提的是， 高技术产业正成为苏浙皖

一季度投资增长的亮点。

“一季度 ， 三地的高新技术投资增长较

快，表明长三角产业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

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温建宁进一步分

析 ，“十四五 ” 规划和 2035 年愿景目标提出

“创新驱动战略和技术研发投资 7%以上 ”的

要求，给地方新增投资指明了行业产业方向 。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 ， 是投资增

长的亮点之一。

基建投资“淡季不淡”

一季度，是基建行业的传统淡季，但今年的

基建投资呈现出“淡季不淡”的趋势。 从各省一

季度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情况来看， 长三角地区

经济回暖的背后， 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正持续增

强。

例如， 上海今年以来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和

重点项目建设，截至 3 月底，重大工程累计完成

投资 437 亿元，同比增长 9.1%。 4 月 12 日，上海

发布《关于深化系统集成 推动上海市工程建设

领域营商环境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促投资、稳增长、保民生。

今年以来，江苏各项“稳投资”政策靠前发

力， 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 一季度， 江苏 10 亿元以上在建项目 2802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344 个，同比增长 12.8%，

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11.4%， 拉动全部投资增

长 3.2 个百分点 ， 对投资增长 贡 献 率 达 到

64.2%。

“重大项目建设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关键，

今年以来，长三角多地明确坚持项目为王理念，

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温建宁说，“虽然相关投资

体量大、周期长、见效慢，但具有产业带动性强、

建设波及面广、就业拉动性足等特点，既稳定了

经济增长的短中期目标， 也形成中长期经济持

续发展的物质支撑， 这是江浙沪皖把稳投资作

为抓手的根本基础。 ”

温建宁强调，长远来看，各地要注意进一步

优化投资结构，强化对投资的要素保障，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

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消费“春意”浓
◎ 记者 潘洁

近日，长三角一季度消费数据出炉，沪苏浙皖

消费市场回暖，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开始显

著复苏。 其中， 江苏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706.8 亿元，同比增长 7.8%，增幅高出全国 2.0 个

百分点，领跑长三角。

长三角消费开局平稳

一季度以来，长三角各地纷纷推出方案，试图

以特色活动、文旅项目撬动消费。 其中，江苏一季度

接待游客人次增长 60%， 旅游总收入增长 54%，带

动住宿业 、 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8.7%、

16.6%。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GDP 经济总量仅次于广

东，排名全国第二。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江苏的产业 、体系、

经济基础非常扎实和完备，经济韧性很强，经济恢

复的速度相对较快，“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顺周期

变量，经济恢复快，消费自然上得快”。

“江苏修复经济能力强，同时带动居民的消费

信心不断修复，因此推动整个江苏社零增速的快速

增长。 ”付一夫解释称，江苏居民收入水平在全国排

名非常靠前，居民财富状况相对更好，在消费时的

底气也更足一点。

上海、浙江和安徽消费数据则较为平稳。 一季

度，三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4611.01 亿元、

7502 亿元、5779.3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5.2%、5.4%
和 4.8%。

“一季度上海社零总额最低，属正常现象。 ”付

一夫说，“上海作为直辖市，在城市规模，人口等方

面与江浙不在一个数量级，经济体量很难直接作比

较。 因此，受规模效应所限，一季度社零总额在长三

角排名最低也在情理之中。 ”

付一夫指出，上海今年以来推出的多项促消费政

策，实质性效果已经显现。 尤其是 3 月份，各行各业已

经步入正轨，全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出游意愿也越来

越强烈，整体看，消费修复速度超预期，“作为中国经

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加之商业氛围和消费环境都

非常好，上海消费具有很强的韧性。 ”付一夫说。

多地紧盯旅游促消费

今年以来， 长三角多地出台 2023 年促消费举

措，不仅活动场次多、补贴多、时间长，且多地文旅

特色突出。

例如，1 月 15 日，浙江新春文旅消费季启动，号

召“来‘浙’里过大年”，自新年开春时节便开抢占文

旅消费黄金期。 据了解，浙江已将今年定为“文旅消

费提振年”， 将举办与春夏秋冬同步的四季文旅消

费季。

安徽、江苏和上海分别于今年 3 月启动促消费

方案。

3 月，安徽“徽动消费”提振年行动推进会召开，会

上发布 2023 年促消费活动方案。 安徽也提出涵盖全

年度的促消费行动———按季节特点，开展全省性重点

活动 15 场以上，做到“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展会、周周

有场景、天天有活动”，目标是 2023 年举办促消费活

动 5000 场以上，商品销售额达 350 亿元以上。

再看江苏，办消费活动、发消费补贴依旧是标

配。

江苏商务厅提出 3 月至 5 月要开展累计 1400 余

场的消费促进系列活动， 发放 1.2 亿元惠民消费券及

3500 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推出 5 项省级重点活动以

及 13 个设区市“一市一主题”消费促进活动。

3 月 23 日，上海也发布了《关于我市进一步促

进和扩大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全年消费节庆、四

大经济、四大消费、提升商业空间品质、优化消费市

场环境五个方面，提出 15 项措施。 4 月 29 日，上海

第四届“五五购物节”与商务部“国际消费季”共同

启动，发力“新客群”“新供给”“新场景”。

“无论是居民消费信心还是企业经营状况都在持续

改善，这与经济形势持续好转、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支

持是分不开的。 ”付一夫指出，上海多项政策的推动，也

将对上海消费市场回暖有很大助力，在基数效应的作用

下，今年二季度，上海社零增速会有实质性提升。

事实上，从今年五一假期看，上海文旅消费复

苏态势非常明显。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假日五

天本市共接待游客 1564.94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88.97 亿元；主要旅游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 638 万

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

那么，该如何巩固消费回暖复苏的势头？

“短期来看，一方面，应进一步创新线上线下消

费场景。 ”付一夫认为，另一方面，可以继续实行现

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相结合的多元化补贴方式。

吴斯洁 摄

◎ 记者 潘洁

江苏推进新场景

江苏省教育厅近日印发 《江苏省教育领域

数字人民币试点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

要全面推进教育领域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畅

通全省教育领域数字人民币收入和支付渠道，

积极构建教育收费、各类考试报名费、国库集中

支付以及奖助学金发放等业务数字人民币应用

场景。

根据《方案》，江苏明确分阶段推进教育领

域数字人民币试点，至 2023 年底，力争在教育

收费、考试报名缴费 、奖助学金发放等重点应

用场景覆盖面取得明显进展，每所省属学校至

少推进一个数字人民币应用项目。 至 2025 年

底，基本形成应用覆盖面广、服务便捷高效、生

态较为完善的教育领域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

体系。

江苏省政务办的统计显示， 数字人民币应

用已在全省 10 多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落地。 目

前已形成 10 个应用场景，累计使用数字人民币

5500 多次，结算金额超过 14 亿元。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要素包括企业、个人

的经济行为都会转为数字化模式， 数字经济是

我们未来社会主要的形态。 ”中国（香港）金融衍

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对《国际金融报》记

者表示。

“在此背景下，支付手段会变成一个个智能

化的合约与数字化供应链、物联网等智能链接，

极大地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王红英解释称，

“尤其是在没有网络、 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到即时支付， 而现在流行的第三方支

付本身还是建立在银行账户的基础上， 技术手

段已经落后。 ”

目前， 江苏已有多地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国

企等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例如，常熟市于

5 月起对在编公务员、事业人员、各级国资单位

人员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 太仓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方微信号“太仓金融”发

文称， 太仓市实现机关事业单位数字人民币全

员全额代发工资全覆盖。

“以数字人民币发放公务员工资是一个进

步。 ” 王红英认为，“由于数字人民币是智能合

约，哪怕再进行分拆支付，都能实现消费记录的

智能化跟踪，可以杜绝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支付。

理论上可以杜绝贪污腐败受贿的现象， 公务员

体系会更加清廉和有效率。 ”

基础设施还待完善

江苏近期推进数字人民币的举措， 只是数

字人民币“扩围”的一个缩影。

从江苏省范围看，去年底以来，江苏数字人

民币试点已经从苏州市扩展到全省域： 苏州实

现了全国首笔超亿元数字人民币电费结算；无

锡推出“锡科贷”，助力数字人民币在科技金融

服务领域的场景拓展；南京、泰州、徐州、盐城等

地聚焦与群众密切的交通出行、看病结算、旅游

购物等场景， 以发放优惠券等方式推广使用数

字人民币支付。

值得一提的是，5 月 5 日，宿迁市人民政府

官网公布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数字

人民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其中提及，

力争到 2025 年底，数字人民币实现全市乡镇全

覆盖、行业领域基本覆盖、应用场景取得突破，

数字人民币成为全市社会公众、 企事业单位的

主要结算方式之一。

“数字大省”浙江同样积极推进。 近日，浙江

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办公室印

发 《2023 年浙江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要点》

（下称《工作要点》）。

《工作要点》明确了多项重点任务，在重点

支持数字乡村建设方面， 要求推动数字人民币

在农产品供应链等乡村产业应用，力争到 2023
年底，建成 500 个数字人民币重点应用乡村、50
个重点应用乡镇。

不过， 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

林看来， 虽然当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如火如荼地

全面铺开，数字人民币的可用场景越来越多，但

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数字人民币应用便利性依然有待提高。 ”

盘和林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目前数字人

民币支付过程较为繁琐， 如数字钱包中的余额

被分割存放在不同的子钱包， 每遇到一个支付

场景，都要单独签约，“在支付宝签约过，遇到美

团、饿了么、京东等应用支付还要单独签约。 数

字人民币本身是现金的替代物，但现在来看，没

有现金使用方便。 现金只有一个身份属性，不应

该是工行、农行、中行的现金，而当前数字人民

币 APP 的子钱包实际上给现金加上了额外的

身份属性”。

盘和林强调，便利性是普及的基础，希望未

来数字人民币进一步提升便利性。

他还认为 ， 数字人民币的通用性有待加

强 ，“数字时代 ，APP 开发者只要将支付工具

的一段代码嵌入到程序当中就能形成支付功

能 ， 大大加强了支付工具对接支付场景的效

率 。 而当前数字人民币采取逐个开通支付应

用场景的模式 ， 或将限制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场景”。

“数字人民币 APP 本质上还是一款 APP，

从来没有一个 APP 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与其

说是数字人民币存在不足， 还不如说我们需要

一个数字人民币长期迭代的有序思路， 那就是

‘好用’。 ”盘和林说。

长三角数字人民币“扩圈”

吴斯洁 摄

近年来，长三角多

地积极探索数字人民

币应用新场景，推广落

地按下“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