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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近段时间，人流、物流、资金流活跃度明显提升，多项大数据传递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

暖意，显露出经济活力。

人流、物流、资金流活跃度提升

流动大数据显露经济活力

五部门：

禁止中小学校举办

或参与举办培训机构

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

厅、 科技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校

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校外

培训机构财务活动提出了全面规范要

求， 明确了举办者的出资义务和不得抽

逃出资的要求，同时禁止上市公司、外商

投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禁

止中小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机构。

在资金营运方面， 办法对校外培训

机构收入归口、预收费监管、合同签订和

退费做出规定， 强调其融资及培训服务

费收入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 要建立大

额资金支付决策制度， 明确大额资金支

出的程序、方式、规则。 在资产和负债管

理方面， 办法强调要维护资产安全与完

整， 禁止非营利性培训机构对外提供担

保，明确培训机构申请贷款的使用方向，

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新华）

多部门：

联合组织开展农村

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

为加大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力度、助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能源局、生态

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

日印发通知， 决定联合组织开展农村能

源革命试点县建设。

通知提出，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

门会同相关部门，自愿组织优选不超过 1

个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好、开发潜力大、

用能需求明确、 地方政府及农民积极性

高，特别是现有支持政策完备、支持力度

较大的县域，申报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

根据《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方

案》，到 2025 年，试点县可再生能源在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超过 30%， 在一

次能源消费增量中占比超过 60%。 农村

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

推动农村能源供给革命， 建立可再生能

源多元供能体系； 推动农村能源消费革

命，实现县域清洁高效用能；推动农村能

源技术革命，提升农村智慧用能水平；推

动农村能源体制革命， 提升清洁能源普

遍服务水平。

（丁怡婷）

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材料关键共性技术

服务中小企业

7.7

万家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消息，近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国家新材料重

点平台工作会。 会上指出，近年来我国已

开发一批新材料关键共性技术， 服务中

小企业 7.7 万家。

会议指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

础性产业， 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对于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近

年来，我国布局建设 18 个生产应用示范

平台、13 个测试评价平台和 1 个资源共

享平台， 推动一批关键材料加速生产应

用衔接和验证，开发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服务中小企业 7.7 万家， 有效支撑新材

料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会议强调，要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更

好发挥平台作用， 围绕短板弱项协同发

力，加快推动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 各有

关方面要加大对平台发展的协同支持力

度，发挥平台重要创新载体作用。

（申佳平）

人流：

商圈写字楼人气旺

在大街小巷日益升腾的烟火气

中，在更加热闹的餐饮、文旅场景里，

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经济活力的

快速复苏。

人流动起来，客运更繁忙。 百度

地图路况大数据显示，3 月 12 日至 3

月 22 日， 全国重点客运枢纽的平均

客流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22.94%。

同样热起来的还有旅游景点和

城市商圈。百度地图重点旅游景区拥

堵监控显示，3 月 12 日至 3 月 22 日，

南京、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热门旅游

景点附近的客流指数、周边路网拥堵

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增加，

不少景区相关指数增速超过 20%。 此

外，一二线城市的大商圈的客流指数

也明显增长。

每日互动大数据从城市活跃人

口数的维度出发，构建的一线、新一

线城市的“城市活力指数”也显示，地

域间的人口流动正在加速。截至 2023

年 3 月 17 日， 北上广深 4 个一线城

市的活力指数均已超过 90.0，意味着

这四个城市活跃人口数已基本恢复

到春节前的九成以上。

春节之后，不少热门商圈的餐饮

店门前都排起了长队。餐饮堂食等线

下消费场景有序恢复，带动相关消费

回暖向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3 年 1 月至 2 月， 全国餐

饮收入同比增长 9.2%。

根据长江证券宏观于博团队报

告，他们对实体景气高频数据追踪发

现， 城市内的人员流动水平已经恢

复，反映市内经济活跃度提升。 市内

出行好转， 带动线下消费充分复苏，

实现同比高增长，并逐渐趋稳。 3 月

12 日当周， 长江宏观与脉策科技合

作开发的 10 城商圈人流指数显示 ，

10 城商圈人流同比增长 50.1%。餐饮

消费方面， 根据长江社服团队数据，

春节以来，火锅龙头企业周末排队叫

号热度也持续走强，表现一直好于今

年元旦假期水平，印证线下消费整体

复苏。

此外，每日互动大数据对写字楼

到岗率、办公类 App 活跃率及创业企

业经营活力指数三个不同维度的数

据分析显示，2 月底 3 月初，一线、新

一线城市写字楼平均到岗率已经超

过 85.0% ，楼道里脚步声 、交谈声和

键盘敲击的声音此起彼伏。 与此同

时，办公类 App 的日均活跃率较之前

继续小幅提升。

物流：

快递业务量突破 200 亿件

随着市场回暖和经济复苏，物流

行业需求旺盛，快递行业加速快跑。

今年以来，快速恢复的工业运行

和终端消费，让物流行业快速恢复生

气。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

大宗商品指数 （CBMI） 显示 ，2 月

CBMI 为 102.8，较上月环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为近五个月的最高值。 其

中，供应方面，大宗商品供应指数止

跌回升至 103.4%，环比上涨 3.8 个百

分点， 达到 2021 年 3 月份以来的最

高值；销售端来看，大宗商品销售指

数同样止跌回升至 102.7%， 反弹至

近五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

主任周志成表示，2 月各项物流数据

均显示出， 随着商品价格的回升，企

业利润得到修复， 生产积极性高涨，

同时，人员流动回归正常，正常生产

生活得到保障。 其中，钢铁、煤炭、有

色金属、化工和汽车销售量均止跌回

升， 铁矿石和成品油销售量继续增

加，且增速进一步加快。

周志成预计，进入 3 月份，随着

天气逐渐变暖，施工条件好转，各地

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传统基建和

新型基建将双重发力。 同时，政策层

面也不断有利好落地，房地产、机械、

汽车等行业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有

一定程度的释放。

事实上， 除了工业货运物流外，

与电商发展相辅相成的快递行业也

不断突破纪录，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中的重要力量。

据国家邮政局消息，截至 3 月 8

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 200 亿

件， 比 2019 年达到 200 亿件提前了

72 天，比 2022 年提前了 6 天。而就在

28 天前，快递业务量刚刚突破 100 亿

件，这第二个 100 亿件用时较首个缩

短了 11 天。

国家邮政局相关人士表示，快递

量展现出快递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强

劲动力， 也生动说明我国消费市场韧

性强、潜力足，行业规模实力增强，服

务能力稳步提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资金流：

融资活动更活跃

伴随着经济逐渐企稳回升，经营

主体的融资需求逐步上升，资金“活

水”也加快进入实体经济。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

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

金额。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3 年 2 月， 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为 3.16 万亿元 ， 比去年同期多

1.95 万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2 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 1.81 万亿元， 同比多增 5928 亿

元，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尤其是 2

月企（事）业单位新增贷款 1.61 万亿

元，同比多增 3700 亿元。“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 月份制造业 PMI 已上

升至 52.6%，企业对经济的预期稳步

转暖，融资动力持续增强。”中国银行

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

统计数据还显示，在企业融资需

求回暖的同时，一些重点行业的融资

活动也更为活跃。

来自天眼查的数据显示，从 2023

年 1 月以来我国企业投融资数据来

看，生产制造、医药健康以及企业服

务三大行业的融资位居前三，事件数

均超 200 起； 先进制造位列第四，融

资事件超 130 起。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 ，在

国家政策引导下， 产业升级步伐加

快，也持续受到市场的关注；无论从

创新角度还是民生需求角度，医药健

康一直以来都是投融资领域的热点；

而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速的大背景下，企业服

务领域投融资热度也逐步提升。 ”天

眼查数据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陈倞说。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随

着经济持续恢复， 经济活跃度增强，

经济主体的内生融资需求增加， 反

映在金融上是信贷和社融增加。 从

这个角度看 ， 3 月份社融和信贷绝

对规模大概率还会较大。但考虑到去

年 3 月高基数因素，预计同比增速不

会太高。 （孙韶华 张莫 梁倩）

承平高速

施工进度过半

3 月 23 日，工人在承平高速河

北兴隆段施工。

截至目前， 由中交路建承建的

承平高速已完成整体施工进度的

55%左右，预计将于 2024 年建成通

车。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项目

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承德市进京第

二条高速通道，建成后将一定程度

缓解京冀往来交通压力。

金良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