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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关注

“青岛造”动车组
刷新“南美速度”
当地时间1月19日，智利国家铁路公

司在圣地亚哥阿拉米达中央车站举行新
列车上线仪式，中国中车旗下四方股份公
司研制的电力内燃双动力动车组在智利
国家铁路阿拉米达至库里科区间载客运
营，标志着我国首次出口国外的双动力动
车组正式在智利投入服务。该动车组最
高运行时速160公里，是当前智利和南美
洲最快的轨道列车，刷新了“南美速度”。

该动车组是智利升级国家铁路设施
计划的一部分。“中国造”动车组上线后，
智利铁路列车商业运营速度历史上第一
次到达时速 160公里，阿拉米达到库里
科只需要2小时，比既有列车缩短了20
分钟。

本报整理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23年，全国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
比增长39.7%；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11339.1亿元，同比下降
8%，规模仍处历史高位。

2023年10月，中国证监
会发布通知，取消上市公司
高管及核心员工通过参与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管计
划出借证券，并适度限制其
他战略投资者在上市初期的
出借方式和比例。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融券余额较新
规实施之初降幅达23.4%；
战略投资者出借余额降幅更
大，达到35.7%。

据 俄 罗 斯 媒 体 报 道 ，
2023年人民币在莫斯科交
易所的交易量超过美元，约
占外汇交易总量42%。

融券政策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国家统计局
近日公布的 2023年 3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浙江稳居前三，
其中上海和北京携手突破 8万元；西藏增速
最高。

山东方面，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890元，同比名义增长 6.2%。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571元，增长5.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76元，增长
7.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17，比上年同期
缩小0.05。

31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实现正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比上
年名义增长 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

31省份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
上海（84834元）、北京（81752元）分列前两位，
且首次突破8万元；浙江（63830）位居第三；江
苏（52674元）、天津（51271元）分列第四、第五，
均首次突破 5万元；广东（49327元）、福建
（45426元）位于“4万元+”梯队。

14个省份 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位于“3万元+”梯队，分别是山东（39890元）、
内蒙古（38130元）、辽宁（37992元）、重庆
（37595元）、湖 南（35895元）、湖 北（35146
元）、安徽（34893元）、江西（34242元）、海南
（33192元）、河 北（32903元）、四 川（32514
元）、陕西（32128元）、宁夏（31604元）、山西
（30924元）。其中，宁夏、山西是首次迈过 3
万元门槛。

此外，还有10个省份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位于“2万元+”梯队，分别是河南（29933
元）、吉林（29797元）、黑龙江（29694元）、广西
（29514元）、西藏（28983元）、新疆（28947元）、青
海（28587元）、云南（28421元）、贵州（27098元）、
甘肃（25011元）。

与全国水平相比，上海、北京、浙江、江苏、
天津、广东、福建、山东等8个省份2023年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国均值。

个人可支配收入被认为是消费开支的最重
要的决定性因素。常被用来衡量一国生活水平
的变化情况。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
生活水平就越高。

从增速看，31省份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均实现正增长。西藏、甘肃、海南、新疆、湖
北、宁夏、陕西、河北、上海、安徽、吉林等11省
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全国；其中，西
藏以8.65%的增速领跑。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张毅指出，
经济持续恢复，服务业较快增长，保障了城
乡居民收入的平稳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大头”

按收入来源分，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22053元，增长7.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为56.23%。

工资与就业息息相关。张毅指出，2023
年，经济回升向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
民就业机会增多，从业时间增加，保障了居
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比上年增长 7.1%，增速快于上年 2.2个
百分点，也快于全国居民收入增速 0.8个百

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国民经济综

合司司长袁达表示，科学精准评估包括非经
济性政策在内的政策影响，更好服务高质量
发展大局；从严从细把关各项政策对经济总
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
预期等的影响，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审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
措等。

从人均消费支出看，上海居民能赚能
花。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2508元，位
居全国第一。

北京、浙江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超
过4万元，分别为47586元、42194元；江苏、天
津、广东、福建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位于

“3万元+”梯队，居全国前列。

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山东等8省市超全国均值

使用外资

人民币

国内

●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1月份1年
期和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报
价。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9950亿元中
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2.5%，与此
前持平。自2023年8月份由2.65%下调至2.5%
后，MLF操作利率至今一直“按兵不动”。东方
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考虑到MLF操
作利率是LPR报价的定价基础，加之当前商业
银行净息差承压，尽管近期商业银行启动新一
轮存款利率下调，但综合考虑各类影响LPR报
价加点因素，预计1月份1年期LPR和5年期以
上LPR将保持不变。

●1月 24日至 25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和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十七届亚洲金融
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预计将吸引超过
3000名金融和商界代表参与。本届论坛以

“多边合作 同谱新篇”为主题，设有超过 40
场不同形式的主题论坛、政策对话等讨论活
动，探讨全球经济展望、中国机遇、绿色金
融、利率走势等热门议题。本届论坛特别增
设了“中国机遇”讨论环节，业界将探讨内地
市场的最新潜力，以及香港所能扮演的角色

和优势。
●1月26日，2024年春运开始。今年全国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0亿人次。其中，
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营业性客运量将全
面回升，总量超 18亿人次，自驾出行客流约
72亿人次。

●1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工业经济效
益月度报告。根据统计局之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1月至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69822.8亿 元 ，同 比 下 降
4.4%，降幅比 2023年前 10个月收窄 3.4个百
分点。

国际

●1月23日，日本央行举行利率决议会议，
会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召开新闻发布
会。2023年12月，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超宽松货
币政策，将长期利率控制目标上限维持在1%，
把短期利率维持在负0.1%的水平。多数分析
人士认为，日本央行将在今年4月份进行加息，
结束多年以来的负利率政策。

●1月24日，加拿大央行举行利率决议会
议，会后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召开货币政

策新闻发布会。2023年12月，加拿大央行连续
第三次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当前5%的水平
不变，继续维持紧缩货币政策。加拿大央行表
示，经济放缓正在减轻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的
通胀压力，但仍担忧通胀风险并准备在必要时
进一步提高利率。

●1月25日，欧洲央行举行利率决议会议，
会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召开新闻发布会。
2023年12月，欧洲央行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
水平不变，将主要再融资利率、存款便利利
率、边 际 贷 款 利 率 分 别 维 持 在 4.5%、4%、
4.75%的历史高位，并明确表示不会进一步加
息。彭博社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今年 6月
降息。

●1月25日，美国公布2023年四季度GDP
和PCE数据。美国商务部 2023年 12月 21日
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
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
算增长 4.9%，较此前公布的修正数据下调
了 0.3个百分点。彭博社预计，美国 2023年
四季度 GDP在 2%左右，增速放缓；2023年
GDP在 2.7%左右，通胀压力将变得“不那么
明显”。

本报整理

一周财经大事“剧透”
（1月22日—1月28日）

地区

上海

北京

浙江

江苏

天津

广东

福建

山东

内蒙古

辽宁

重庆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西

海南

2023年

84834

81752

63830

52674

51271

49327

45426

39890

38130

37992

37595

35895

35146

34893

34242

33192

2022年

79610

77415

60302

49862

48976

47065

43118

37560

35921

36089

35666

34036

32914

32745

32419

30957

2023年3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区

河北

四川

陕西

宁夏

山西

河南

吉林

黑龙江

广西

西藏

新疆

青海

云南

贵州

甘肃

2023年

32903

32514

32128

31604

30924

29933

29797

29694

29514

28983

28947

28587

28421

27098

25011

2022年

30867

30679

30116

29599

29178

28222

27975

28346

27981

26675

27063

27000

26937

25508

23273

>>>A>>>A44版版

中国制造业规模
连续14年全球第一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工信
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总
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

2023年，稳增长政策“组合拳”有力
有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较 2022年提升 1个百分点。其中
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全年工业经济呈现稳中向上、回
升向好的态势。省份、行业增长面“双
扩”，十大重点行业、十个工业大省增长

“稳定器”作用凸显。制造业总体规模连
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

工信部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打造创新高地，布局
2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家国家地
方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45个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