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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203.9万户
同比增长10.7%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 赵文君）一季度，全国
新设民营企业203.9万户，同比
增长10.7%。截至2023年3月
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
量超过4900万户，民营企业在
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2.3%。

这是记者27日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的。我国民营企业展
现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区域发
展更加平衡。一季度，中部地
区新设民营企业 51.9 万户，同
比增长20.8%；西部地区新设民
营 企 业 44.1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30.2%。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
新设民营企业分别为7.6万户、
34.9 万户、161.4 万户，第三产
业占比近八成。受疫情冲击的

“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快速恢复，新设民营企
业增速分别为35.7%、15.5%。

“四新”经济成为推动民营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一季度，
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业82.9
万户，接近同期新设企业总量
的四成。数字核心产业快速发
展，其中“数字技术应用业”同
比增长21%。截至今年3月底，
我国“四新”经济民营企业已经
超过2000万户，新经济新业态
保持强劲发展态势。

据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将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平等
保护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
企业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企
业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

3月份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企业利润降幅有所收窄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 潘洁 魏玉坤）记者27
日从国家统计局获悉，3 月份，
受宏观经济运行向好、市场需
求恢复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0.6% ，而 1 至 2 月 份 为 下 降
1.3%，扭转了去年11月份以来
持续下降的局面。营业收入增
长促进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工
业生产稳步回升。

统计数据显示，在 41 个工
业大类行业中，有22个行业利
润增速较 1 至 2 月份加快或降
幅收窄、由降转增，占53.7%。

电气水行业利润保持快速
增长，3 月份，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同比增
长 27.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其中，由于经济企稳回升，用电

需求增加，电力生产明显加快，
电力行业利润增长41.9%。

装备制造业利润明显改
善，3 月份，装备制造业营业收
入同比由 1 至 2 月份下降 2.4%
转为增长 5.4%，利润同比下降
7.0%，降幅较1至2月份大幅收
窄19.1个百分点。

部分消费品行业盈利状况
有所改善。3月份，扩内需促消
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恢
复势头较好，部分消费品制造
行业盈利好转。在13个消费品
制造行业中，有7个行业盈利较
1至2月份改善。

“下阶段，应继续着力扩大
市场需求，提振市场信心，改善
企业预期，提高产销衔接水平，促
进工业企业利润加快回升。”国家
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孙晓说。

“香港与内地恢复全面通关后，跨境工作
更加方便，只需要出发前在手机App买高铁票
就行。”在深圳创业的香港青年陈升说。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澎
湃，协同发展迸发强劲合力。

广汕高铁全线正线铺轨完成，南珠（中）
城际项目开工……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大湾
区”建设加速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日渐完
备。

深圳、香港两地间已实现地铁扫码乘车
互联互认。“现在去香港吃饭、购物、乘车，很
多场景都可以用手机扫码付款，方便多了！”
深圳市民张小姐说。

以珠三角为主阵地，广东正举全省之
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曾经“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横琴岛，
如今大道纵横；曾经布满荒野滩涂的前海，
如今满眼繁华；律师、医师等数十种港澳职
业资格被广东湾区城市认可，大湾区成为
许多港澳青年逐梦的热土……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大湾区经济总量超 13 万亿元人
民币，进一步走在世界湾区前列，展现大前
景、大空间。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
毛艳华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大湾区经济持续稳健发展，
显现区域市场的活力和高成长性。伴随进
一步开放、创新、国际化，大湾区成为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桥梁。
规则机制“软联通”，也在持续拓宽深

化。
小到丝苗米、杏仁饼，大到楼宇可持续

发展指数、食品冷链应急配送规范，如今都
有了“湾区标准”。

4 月下旬，粤港澳三地在深圳共同公布
110 项“湾区标准”。打开这份标准清单，其
中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类 14 项，构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类 16 项，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的 优 质 生 活 圈 类 80
项。“湾区标准”以形象化、具体化的集中
呈现方式，让公众对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直观清晰。

近期，立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澳门
居民需求，横琴人寿与中兴经纪联合发布“横琴爱家保防癌疾病险
保险计划”“安居无忧家财险”等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符永革表示，通过在
合作区创新推出面向琴澳居民的各项特色保险及服务，可以为
两地居民提供便利的就医保障，提升合作区医疗保障水平，是
金融支持琴澳民生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更加频密的湾区“相互奔赴”，带动信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
动，更深化了“心联通”。

1月中旬，深圳前海代表团来香港举行推介会。香港会展中心
内，可以容纳300人的一间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能够面对面和前海的代表交流大湾区发展的最新机遇，我们
都特别兴奋。前海有很多新政策，我们希望第一时间传达给香港青
年，帮助他们把握创业就业机遇，融入大湾区发展。”前来参会的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会创会主席李培说。

3月，澳门、横琴联合组成招商推介代表团奔赴印尼、新加坡、马
来西亚开展招商推介、座谈调研、企业拜访等活动，组织约280场商
业配对，促成6项合作现场签约，向国际市场释放了澳琴一体化、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

“这次出访的最大亮点是‘澳琴一体化’，澳琴首次联手向海外
工商界推广‘澳门平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成果共享’的新模式，
凸显‘1+1＞2’的协同效应。”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席余雨生表示。

协同力度大，企业信心足。香港贸易发展局与渣打银行4月17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季度反映大湾区企业业务活动现状的指
数从去年第四季度的39.5增至超过荣枯线的51.3，而“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更跳升至61.5。 （据新华社广州4月27日电）

搭平台 “链”全球
——从会展业回暖看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

■新华社记者 潘洁

2023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
览会吸引了全球1000 多家企业参展，展
出总面积超 36 万平方米；第三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共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
的 3382 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第 133 届
广交会第一期入场超126万人次，出口成
交128亿美元……

近段时间，一系列大型展会“如约而
至”，场馆内人头攒动。作为观察中国经
济的一扇窗口，展会之“热”，折射中国经
济复苏的融融暖意。

各地展会火热举办 会展业呈恢复
性增长态势

“中国会展业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
势”“国内外的参展商和观众回归了”“会
展业进入复苏、扩张和创新的时期”……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国会展经济国
际合作论坛上，“复苏”，成为中外嘉宾描
绘当前会展业发展态势的关键词。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一季度，境内专
业展馆举办的展览活动共计540场，同比
增长 3.3 倍；展览总面积 1031.1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2.3倍。其中，展览面积在1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活动 286 场，占比
53%，同比增长5.7倍。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上海车展
上，我们看到外资汽车巨头、大型中国汽
车企业、造车新势力等大小车企齐聚一
堂，探寻未来发展方向和机遇，这有助于
凝聚行业、提振信心。”上海市国际展览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征伟说。
国内各大展会火热举办，我国企业赴

海外参展办展同样热情高涨，很多国际大
型展会“一位难求”。

“目前我们集团组织企业海外参展已
恢复到疫情前的六七成，相信二季度海外
参展将会实现较快增长，助力更多企业抢
订单、拓市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林舜杰说，集团一季度组
织了285家企业赴德国、意大利、法国、俄
罗斯、美国、阿联酋、韩国等7个国家参加
展览会21场。

今年一季度，根据中国贸促会对 44
个大行业、646个小行业的10028家中国
企业海外参展抽样调查显示，企业普遍反
映海外参展有较大收获。“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成为出展热门地，前往阿联酋、印尼、
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等 5 国参展企业
占比达27.56%。建材、五金、机械、电子、
工程机械及配件等行业表现突出，这5个
行业的参展企业占比达40.02%。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首席研究员储
祥银说，当前我国会展业的恢复情况早于
预期、势头良好，相信今明两年有望恢复
至疫情前的水平。随着更多大型会展设
施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展会规模有望继续
扩大，超大型展会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多。

“数智化”“新消费” 会展业新趋势
彰显中国经济活力

云上展示与线下展示相结合，利用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精准撮合交
易，动漫、游戏、电竞、宠物等类型的个性
化、专业化、品牌化展览增多……近年来，
会展业的新动向、新趋势受到广泛关注。

“疫情提前催生了会展数字化的需
求，不少会展企业把数字化参展与线下展
会有机结合，促成更多洽谈、合作与签
约。”林舜杰说，线上线下融合成为展览业
发展新模式，展览场馆智能化建设成为新
方向，数字化展览信息平台搭建新渠道，
新的技术手段不断赋能会展业高质量发
展。

李征伟认为，会展数智化转型的核心
是“数据”。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有助于
提高会展企业的办展效率，更好对接参展
商、采购商的需求，搭建更多“精准营销
场”。

“以前找新的展商，需要好几个销售
全国跑才能拓展出来。而现在，会展公
司只需要依托云上会展平台的大数据能
力，就可以轻松搜寻到目标企业，再调用
智能机器人，和目标企业做一轮沟通，筛
选出其中高意向度的企业，由销售跟
进。”李征伟说，新的数智技术工具大大
节省了人力成本，提升了沟通客户的范
围和效率。

在储祥银看来，随着居民消费持续
升级，顺应消费趋势的主题性展会正加
快发展，新消费领域展览不断释放新动
能，新兴产业类展览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传统展会侧重在轻工业、重工业领
域，如家具、建材、工程机械等，而如今，
跨境电商展、预制菜展、户外运动展等细
分主题化、个性定制化展览发展迅速、势
头良好。”

开放合作 会展平台助力各方共享
中国机遇

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统计，2015
至 2019 年期间，我国经贸展览数量年均
增长率为4.41%，展览面积年均增长率为
6.48%。“展览面积增速超过数量增速，说
明单个展览面积在扩大、效益在提升。”储
祥银说。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会展业排名前三
的国家，中国会展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我对此非常乐观。”国际展览与项目协
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杜佰德说，如
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参展商来到中国，中国
企业也在加快步伐“走出去”参展，有力助
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

以会展为“链”，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
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制
造和中国创造走向世界。

“会展是国内大循环中不可或缺的环
节，也是链接国内和国际循环的‘润滑
剂’。”储祥银说，以会展为平台，聚集全世
界的买家、卖家，有助于增强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进一步提升
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让各方共享
中国机遇。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迎迎““五一五一”” 赛技能赛技能

4月 27日，多地举行技能
比武活动，建设者们一展身手，
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
司位于四川遂宁市射洪市的厂
房增产扩能项目建设现场，参
建 者 参 加 钢 结 构 柱 焊 接 比
赛。（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在江苏南京华贸项目施
工现场，建设者代表在中建三
局浙江公司组织的“技能大比
武”活动中参加钢筋绑扎比
赛。（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铁路“五一”小长假预计发送旅客1.2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

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五一”
小长假运输27日全面启动，自4
月27日至5月4日，为期8天，全
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 亿人
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20%，超
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日均发送旅
客1500万人次。4月29日为客
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超过
1900 万人次，超历史最高峰日
10%以上。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
绍，国家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
施以来，铁路客流增长势头强
劲。今年“五一”小长假，旅客
出行需求旺盛，从铁路 12306
预售情况来看，预计长假首尾
长途客流为主、中间短途客流
为主。

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统计
显示，截至 27 日 8 时，铁路部门
已售出“五一”小长假运输期间
火车票6908万张，其中，北京至

上海、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
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青岛、深圳
至长沙、广州至长沙、武汉至长
沙、北京至呼和浩特、广州至南
宁等方向客流量较大。

“五一”小长假运输期间，铁
路部门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进
一步优化运输组织，日均开行旅
客列车10800余列，较日常增加
1800 余列，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1%，其中，最高峰日安排开行
列车超过11300列。

小客车“五一”小长假上高速继续免费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 叶昊鸣）“五一”假期临
近。记者27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今年“五一”假期，七座以下

（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
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具
体免费时段为4月29日0时至5
月3日24时。

在当日举行的交通运输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
部公路局副局长顾志峰表示，
综合考虑假期公路交通出行规

律、假期时长、天气情况、旅游
政策环境等因素，预计今年“五
一”假期全国公路网将呈现总
体流量高、自驾占比高、新能源
汽车出行增多、拥堵路段多点
分布等特点。“预计全国高速公
路日均流量将达到 5330 万至
5430 万辆，同比 2022 年增长约
73%至 77%，假期首日也就是 4
月 29 日流量可能突破历史峰
值。普通国省道日均断面交通
量将达到 9300 至 10000 辆，同

比2022年增长约31%至40%。”
顾志峰说。

针对今年“五一”假期超大
流量的路网运行特征，顾志峰
表示，将加强出行信息服务，及
时发布公路气象及路况信息；
加强公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及
时开展疏堵保畅；加强出行服
务，着力提升服务区停车、如
厕、充电、加油等服务能力；加
强公路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
保障路网运行畅通有序。

江西发现距今9000余万年的
泰坦巨龙化石

据新华社南昌4月27日电
（记者 袁慧晶）记者27日从江
西省地质局获悉，2021 年 6 月
在赣州市赣县区一工地发现的
大型恐龙骨骼化石，日前完成
初步清理。经专家初步鉴定，
该标本来源于一只生活在距今
9000多万年前的泰坦巨龙，化
石的完整度在白垩纪蜥脚类恐
龙中较为罕见。

该恐龙化石的抢救性发
掘、清理工作由江西省地质博
物馆牵头完成。参与此项工作
的江西省地质博物馆原副馆长
杨玲认为，该恐龙化石标本保
存完好，留有至少29枚脊椎骨，
其骨骼粗壮，颈椎和尾椎的椎

体和椎弓上具有典型的蜥脚类
恐龙的复杂腔室。据初步估
算，复原后的化石标本体长将
超过15米。

蜥脚类恐龙起源于约 2 亿
年前的早侏罗世，在约1.6亿年
前广泛分布，一直延续生存到
白垩纪末。“此前在中国其他
地区发现的泰坦巨龙类化石大
多保存不佳，有些仅有单个脊椎
或者肢骨。此次发现的恐龙化
石不仅脊椎骨相互关联，且尾椎
具有独特而复杂的空腔，在全球
已发掘的蜥脚类恐龙化石中罕
见。”韩凤禄说，这对于研究蜥脚
类恐龙在白垩纪的演化和地理
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季度我国能源消费持续回升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发
展规划司副司长董万成27日表
示，一季度我国能源消费持续
回升。

国家能源局当天在北京召
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3
年一季度能源形势。董万成
说，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
增长 3.6%，其中工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4.4%，对用电增量的贡
献率达78%；天然气、成品油消
费同比增速从 2 月份开始明显
回升；工业用能需求增加，带动
煤炭消费稳步增长。一季度原
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 5.5%、2%、4.5%。3 月份
以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
在较高水平。

为保障国内能源需求，一
季度我国能源进口有所增加。
其 中 ，煤 炭 进 口 同 比 增 长
96.1% ；原 油 进 口 同 比 增 长
6.7% ；天 然 气 进 口 同 比 下 降
3.6%，其中前两个月同比下降
9.4%，3月份同比增长11.6%。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
进。”董万成说，一季度我国新能
源发电量实现两位数增长，一系
列重大工程项目加紧推进。华
龙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 3 号机
组已正式投运；三门核电4号机
组、金上—湖北特高压直流工
程、湖北通山抽水蓄能电站等相
继开工建设；第二批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加快建设，第三批
项目清单目前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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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年将发射1-3颗
北斗组网备份卫星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李国利 杨欣）记者27日从正
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卫
星导航年会上了解到，我国今
年计划发射1-3颗北斗组网备
份卫星，进一步提升星座稳健
性和可用性。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
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是我
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北斗系
统在轨卫星共45颗，包括北斗
二号卫星15颗、北斗三号卫星

30 颗，所有卫星均在轨入网提
供服务。卫星在轨运行稳定，
全球短报文通信、区域短报文
通信、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
位、星基增强、地基增强等特色
服务均满足指标要求。

北斗系统工程自 1994 年
启动，2000年完成北斗一号建
设，2012年完成北斗二号建设，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
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我
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