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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6月1日出版的第
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着力点》。

文章强调，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
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
律。同时，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要
高度重视，切实解决。我们必须牢记高质量发
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
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打牢基础。

文章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提出新质生
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
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
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因。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
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
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
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
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
产力。

文章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

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
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
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第一，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
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
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第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
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三，着力推进发展方
式创新。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
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第四，扎实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
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
系。第五，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按照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
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
工作机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本报记者 孟 珂

5月 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
理指数。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
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49.5%、51.1%和
51.0%，比4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0.1个百分
点和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继续扩
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制造业企业生产
继续保持扩张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5%，
比4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表示，5月份，受前期制造业增长较
快形成较高基数和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
响，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具体来看，5月份生产指数为 50.8%，比
4月份下降 2.1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制
造业企业生产继续保持扩张。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生产端保持上升势头。5月份，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
的带动下，企业生产意愿继续上升，生产指数
虽较4月份下降但仍在扩张区间，显示制造业
生产增速虽有所放缓，却仍保持上升势头。

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49.6%，低于4月份
1.5个百分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放缓。主
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6.9%，比4月份上
升2.9个百分点。出厂价格指数为50.4%，比
4月份上升1.3个百分点，8个月来首次升至扩
张区间，有利于企业改善生产经营水平。

赵庆河表示，随着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有所回升。

从企业规模来看，5月份大型企业 PMI
为 50.7%，比 4月份上升 0.4个百分点，今年
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有效支撑制造业
恢复发展；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4%和
46.7%，比4月份分别下降1.3个百分点和3.6
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大型企业PMI连续13个月运行在扩张

区间，且大型企业生产指数接近 53%，新订
单指数接近 52%，显示大型企业供需两端增
势良好，对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具有较好支
撑作用。”文韬说。

5 月 份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为
54.3%，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54.0%及以上较
高运行水平，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预
期总体稳定。从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食
品及酒饮料精制茶、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器
材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今年以来
始终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对
行业发展信心较强。

服务业景气回升
建筑业持续扩张

5 月 份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51.1%，与 4月份基本持平，非制造业继续保

持扩张。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

为，在假期需求带动下，服务业表现良好，带
动非制造业继续平稳增长。

一方面，服务业景气回升。5月份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0.5%，比 4月份上升 0.2个
百分点，服务业延续恢复发展态势。另一方
面，建筑业持续扩张。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54.4%，比4月份下降1.9个百分点，建筑业
扩张有所放缓。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为56.3%，比4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
表明多数建筑业企业对行业发展信心稳定。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结合细分数据变化来看，假
日需求释放带动实物及服务消费表现良好，
居民线上消费热度较高；新动能发展趋势进
一步向好；投资相关活动仍保持较快增长；
企业预期维持稳定乐观。

不过，武威同时表示，市场需求不足压
力仍然存在。一是企业对市场需求不足的
感受仍较为强烈，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非制
造业企业比重连续3个月在59%以上。二是
新订单指数持续在低位徘徊。

“从指数变化看，投资相关需求释放力
度有待提升，基础建设投资仍是稳经济的重
要抓手，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有序发行，
多地新老基建项目需求有望陆续释放，关注
建筑业新订单指数后续变化。”武威说。

5月份，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 51.0%，比
4月份下降 0.7个百分点，仍位于扩张区间，
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恢复发展
态势。

展望未来，文韬表示，当前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等
宏观组合政策正在有力推进，将持续增强经
济回升动力。

5月份制造业PMI为49.5% 出厂价格指数回到扩张区间

本报讯（记者杜雨萌）5月 31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对外
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披露 2023年全国住房公积金运
行情况。

从缴存方面看，2023年，住房公积金缴存
额达 34697.69亿元，比 2022年增长 8.65%。截
至 2023 年 末 ，住 房 公 积 金 累 计 缴 存 总 额
291623.52 亿元，缴存余额 100589.80 亿元，分
别比2022年末增长13.50%、8.80%。

提取方面，2023年，7620.10万人提取住房
公积金，提取额 26562.71亿元，比 2022年增长
24.34%；提取率76.55%，比2022年提高9.66个
百分点。截至2023年末，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

总 额 191033.72 亿 元 ，占 累 计 缴 存 总 额 的
65.51%。其中，2023年，支持1846.09万人提取
住房公积金2031.28亿元用于租赁住房。支持
4.42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8.26亿元用于老旧
小区改造。

贷款方面，2023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 286.09万笔，比 2022年增长 15.48%；
发 放 金 额 14713.06 亿 元 ，比 2022 年 增 长
24.25%。截至2023年末，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 4768.54 万笔、151858.01 亿元，
分别比2022年末增长6.38%和10.73%。

《报告》显示，个人住房贷款重点支持购买
首套普通住房。数据显示，2023年发放的个人
住房贷款笔数中，首套住房贷款占82.97%，144

平方米（含）以下住房贷款占90.61%，40岁（含）
以下职工贷款占81.36%。2023年末，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16.98%。

除了个人贷款外，住房公积金还支持保障
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报告》称，近年来，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
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工作以贷款回收为
主。2023年，未发放试点项目贷款，回收试点
项目贷款 0.75亿元。截至 2023年末，累计向
373个试点项目发放贷款 872.15亿元，累计回
收试点项目贷款871.39亿元，试点项目贷款余
额 0.76亿元。371个试点项目结清贷款本息，
83个试点城市全部收回贷款本息。

此外，《报告》称，202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部门认真落实“十四五”规划关于“改革完
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缴存、使用、管理和运
行机制”要求，租购并举解决住房公积金缴存
人基本住房问题，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
运行水平。

其中，在租购并举支持新市民、青年人等
缴存人解决住房问题方面，指导地方加大租房
提取支持力度，鼓励大城市支持新市民、青年
人全额提取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推广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房租、帮助
缴存人争取租金优惠等做法。指导地方优化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加强住房公积金与住房
保障、房地产市场政策协同，支持缴存人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

2023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约1.47万亿元
比2022年增长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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