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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4月18日，国新办就2023年一季度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
在会上表示，一季度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初
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84997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比上年四
季度环比增长2.2%。

付凌晖还表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
力在逐步增强，宏观政策显效发力，经济运
行有望整体好转。考虑到上年二季度受疫
情影响基数比较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可
能比一季度明显加快。三四季度随着基数
的升高，增速会比二季度有所回落。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上看，一
季度经济回暖增速超出市场预期。推动经
济回升的主要动力在于消费反弹，以及投资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生产端来看，工业生产稳步恢复，一季
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
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
明显回升，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比上年四季度加快3.1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消费场景不断拓
展，消费预期改善，带动市场销售扩大，服务
性消费回升明显。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5.8%，上年四季度为下降
2.7%。从服务零售恢复情况看，回升态势良
好。其中，餐饮收入增长13.9%。

从投资端来看，投资平稳增长，一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与上年全年持
平。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8.8%、7%。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从消费引擎来看，围绕着广大
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用”的基础性消费有
望在增量提质的过程中释放潜能。从投资引
擎来看，高新技术投资有望快速增长，并为中
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提质增效创造条件。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今
年以来，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经济
逐步回暖。一季度经济增长中有三大亮点：
一是消费特别是服务需求相关的消费，以及
房屋销售明显回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此前
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二是在内外需的共同
驱动下优势产业如汽车、电气机械及器材等
行业生产、投资维持高位；三是基建投资维
持韧性，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景气度提高，为

经济增长提供助力。
“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需不足的问题，宏

观调控需要继续把恢复和扩大内需置于优
先位置。”程实表示。

谈及主要支撑全年经济增长逐步回升
的因素，付凌晖强调，消费拉动作用逐步增
强。随着就业形势改善、促消费政策发力和
消费场景增多等，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有望提升。同时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绿色
智能家电的大宗消费，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
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农村市场
提质扩容，这些政策都有利于消费的持续增
长，带动经济增长。

“投资稳定增长有望持续。”付凌晖表示，

下阶段，随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行业创
新发展持续，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有利
于投资增长。同时，随着刚性和改善性合理
住房需求的释放，房地产销售出现积极变化，
房地产开发投资也有望逐步企稳。

付凌晖表示，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作用
增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促进产业升级发展，
5G网络、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
新产业不断涌现，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4.3%，产业技术密集程度稳步提
升。同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新产品需求扩大，传统产业节能降耗改造
增多，带动作用也在增强。

一季度GDP同比增4.5% 经济运行有望整体好转
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比一季度明显加快

择 远

对于一季度的经济运行，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
4月1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用“开局良
好”加以概括。

“开局良好”，可以从已经公布的投资、
消费、外贸等数据中得到印证。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107282亿元，同比增长5.1%，与上
年全年持平。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都把稳投资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将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到
一个个的项目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23个省份集中启动一季度重大项目开工，开
工项目总量超1.7万个，总投资额超9.3万亿
元。

同时，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一

季度，各地在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内，
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13228亿
元，主要支持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
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以及保障性安居住房
等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项
目建设。

这些数据无不透露出投资在稳增长、调
结构、促转型，在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改善经
济运行预期、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积极发挥
作用。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
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消费加速回暖，消费增
长明显回升，为经济增长添动能。

这从四组数据中可见一斑：一是，一季
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6%，
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5.8%；二是，来
自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只用了96天
快递业务量就达到了300亿件，比2019年提前
了99天，比2022年提前了18天；三是，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3月份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08.3点，比上月提高1.1
个点；四是，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商圈消费
热度、地铁人流热度、景区消费热度、城配物
流活跃度等指数显示，截至3月底，商圈消费
热度3月日均指数和小商品零售热度3月日均
指数都比去年12月低点大幅回升，今年一季
度，地铁人流热度指数和生活服务业消费活
力指数比上一季度大幅增长。

消费生机勃勃，正奏响“春天的序曲”。
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消费
市场还将继续呈现恢复发展态势。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今
年全球经济增长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各界对
我国今年外贸形势的估计相对审慎。不过，
从实际表现来看，我国外贸发展韧性持续显
现。外贸企业积极抓订单、拓市场，外贸“热
度”稳步提升；外贸竞争新优势、增长新动能
不断壮大，新优势产品表现更加亮眼……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89万亿元，同比增长
4.8%。这显现的是我国外贸展现出的强劲韧
性，为实现全年外贸促稳提质目标提供了坚
实支撑。

还有更多的稳外贸举措有望不断推
出。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
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政策措施。商务部
日前表示，将从稳外贸订单、稳外贸主体、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等方面入手，全力推动外贸
稳规模、优结构。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一系列举措发挥作
用，外贸向好势头有望进一步延续。

一滴水折射出一个世界。一系列的经
济数据，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诠释着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一季度经济数据折射中国经济开局良好

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李 静

在4月18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上市公司产
业发展暨分拆上市论坛”上，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党委委员、副会长孙念瑞表示，在资本市场
生态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格局逐
步形成同时，一些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上市公司
不同的业务板块差异比较大，其中高科技、高
成长性子板块不一定就被资本市场充分认可、
充分定价，因此催生了分拆上市制度。

在政策环境积极推动的影响下，A股分拆
上市热潮持续。据同花顺iFinD数据及上市
公司公告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18日，A股已
经有21家真正意义上的“A拆A”分拆上市案
例，同时已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分拆上市
预案。

“分拆上市，一般是将母公司内的优质资
产单独打包，公开上市。一旦成功上市，对于
公司而言融资就有了巨大保障。同时，分拆上
市子公司因为是独立公开上市法人主体，在经
营管理和激励上会更加灵活方便，也可以增厚
利润，方便母公司经营管理，更有助于其聚焦
主业发展。”东高科技高级投资顾问齐亚州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19年12月份，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

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
A股境内分拆上市通道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
优质资产及企业回归A股市场。2022年，证监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整合境
内外分拆上市规则，统一境内外监管要求，同
时也加快推动A股分拆上市的需求。

“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会促进被分
拆子公司的独立发展和做大做强，同时反过来
也能促进合并报表后的母公司规模、业绩的成
长，有利于母子公司市值与股价的共同成长和
稳定。”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从行业分布来看，按证监会大类行业，分
拆上市股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从分拆上市
目的地来看，大多集中在科创板和创业板。

“分拆出来的子公司一般是处在成长期和
概念期的新兴产业，其定位更加适合创业板和
科创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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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企业性质看，在已实施分拆上市的21家
上市公司中，13家为国企，占比高达62%。

据万联证券统计，分拆上市新规实行以
来，发布分拆上市公告的上市公司中，国企（地
方国有企业+央企）占比49.43%。前述13家分
拆上市成功的国有企业中，3家为央企，10家为
地方国企。

“国企在分拆上市中占比较高，一方面与
国资委大力推进国资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实现规范运营的政策取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当前资本更看好国企的市场资信、资源获取能
力，以及企业运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体
现的资本价值有关。”柏文喜表示。

万联证券表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
当前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下重要性进一步抬升，
分拆上市有助于实现国企整体估值重塑，因此
受到央企、地方国企青睐。

招商证券表示，分拆上市有利于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在重点领域重塑国企上市公司的
价值，随着国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工作的
推进，国企控股上市平台将有更强烈的意愿对
旗下业务进行整合、分拆与剥离，未来或有更
多国企启动分拆上市进程。

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热潮涌动
已有21家分拆子公司成功登陆A股

直击2023上海车展：
各大厂商竞逐高阶智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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