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杨烨莹　毛鑫鑫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农业农村部对外
经济合作中心主办的首届智慧农业博览会，将于4
月25日至27日在山东省潍坊富华国际展览中心
举办。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陆彪介
绍，智慧农业博览会是经农业农村部批准举办的唯
一的国家级国际化智慧农业领域专业展会，旨在强
化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全方位应用，推动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搭建国际智慧农业技术交
流合作平台，为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贡献国际合作力量。
　　本届智慧农业博览会主题为“智造农业　数联
乡村”，以展示成果、推动交流、促进合作为宗
旨，按照国际化、商业化、专业化的原则办展，立
足中国、面向世界。
　　内容方面，将重点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发展成
果，凸显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成就，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挖掘农业农村领域智慧化、数字化潜
力，助力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中国数字农
业走出去，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数字
经济新动能。设立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粮食减损
技术、农村电商与跨境电商、国际展区和农业服务
贸易六大展区。近千家国内品牌企业、国际知名公
司、行业专业企业等将参展，展览展示面积3万余
平方米，预计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总数超过10
万人。
　　展览配套方面，首届智慧农业博览会将举行中
国—东盟数字农业论坛、中德智慧农业企业对话研
讨会、数字之夜文化活动、智慧农业领军人才培训
班等多场活动。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
振兴局局长张红旗表示，这次展会是全国首次举
办，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组织形式上，突出
多样性，设计了现场展销、发展论坛、合作洽
谈、实地调研等内涵丰富的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国内外智慧农业发
展成果、促进合作交流。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举办中外多边
双边论坛、商贸洽谈、企业路演等活动，数量将超过20场次，还将
组织与会嘉宾参加“美丽乡村行”等观摩活动，请中外嘉宾深入了
解山东数字乡村发展成效。成果展示上，突出引领性，邀请了国内
外科研机构、国际知名公司、国内品牌企业等千余家单位，全面展
示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智慧农业前沿技术，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
模式。内涵特色上，突出中国“范儿”，邀请中粮、北大荒、山东
雷沃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搭建了主题鲜明的成果展示馆。充分
发挥“好品山东”品牌影响力，精心设计1000多平方米的山东展
区，集中展示山东智慧农业领域的优秀产品。届时，还将组织木版
年画、风筝等特色文化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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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逐步增强　宏观政策显效发力

增长4.5%，中国经济开局良好
　　2023年我国经济首季报18日出炉：
国内生产总值（GDP）284997亿元，同
比增长4.5%。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
开局良好。

经济企稳回升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增速
比上年四季度提高1.6个百分点；环比
增长2.2%。
　　“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各
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举措靠前发
力，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国民经济企稳
回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说。
　　今年以来，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机
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在当前世
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的形势下，中国经
济呈现出积极势头，为全球增长注入有
益增量。”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
　　付凌晖表示，考虑到去年二季度受
疫情影响基数较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
速可能比一季度明显加快；随着基数升
高，三、四季度增速会有所回落。但总
体看，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步增
强，宏观政策显效发力，经济运行有望
整体好转。

消费整体恢复向好

　　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4922亿元，同比增长5.8%，上年四季
度为下降2.7%；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6.6%。
　　随着居民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升级
类消费增长加快，基本生活类消费持续
增长。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9%，上年四季度为下降1.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光
普表示，当前仍应着力提升居民消费信
心和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让
老百姓更有底气消费，同时积极增加优
质供给，把扩大消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效结合起来，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投资稳增长有望持续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5.1%，与上年全年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6%。“高技
术产业快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
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利于持续提高
我国产业附加值以及在全球产业竞争中
的实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说。
　　杨光普表示，随着经济持续恢复，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有望加
快，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

进，加上各项支持政策落地生效，投资
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出口增势高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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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进
出口总值3.7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3 . 4%，进口增长
6.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回
升，生产和需求逐步改善，推动外贸进
出口明显回稳。“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
口展现了较强韧性，开局稳中向好，为
全年实现外贸促稳提质打下了基础。”

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1.3%，保持温和上
涨，国内物价持续平稳运行。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付凌晖表示，CPI涨幅持续
回落，主要受一些阶段性因素影响：春
节后市场需求回落，天气转暖，鲜菜上
市量增加较多，部分食品价格走低；生
猪供应充足，猪肉价格有所下行；国际
能源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价格总体回
落，带动国内能源价格走低等等。
　　尽管CPI涨幅有所回落，但市场供
求保持基本稳定态势。一季度，扣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 I 同比上涨
0.8%，和1至2月份持平。

PPI有望逐步恢复到合理水平

　　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下降1.6%，其中生产
资料价格下降2.3%。
　　付凌晖表示，今年以来，世界经济
增长放缓，市场需求减弱，供给瓶颈制
约缓解，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带动
国内石油、有色等相关行业产品价格走
低，加之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导致PPI
降幅有所扩大。
　　从环比情况来看，PPI基本平稳。1
月份PPI环比下降0.4%，2月份和3月份
环比均持平。
　　付凌晖说，从下阶段情况看，国内
需求总体趋于回暖，对PPI有一定上拉
作用，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传导
犹存，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短期内
PPI可能处在下降区间。但随着国内经
济恢复，基数效应逐步减退，PPI将逐
步恢复到合理水平。

规上工业实现平稳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一季度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23个行业同比保持增长，增长面

超过五成。与上年四季度相比，20个行
业增加值增速回升。
　　小微企业生产改善。一季度，规模
以上小微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
问卷调查显示，规下小微工业企业景气
指数比上年四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占比提高1.2
个百分点。
　　“一季度，稳增长政策持续显效，
市场需求回暖，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恢
复，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但外需增
长存在不确定性，工业产品价格仍在下
降。”付凌晖表示。

就业形势有所改善

　　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值为5.5%，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1个百分
点。其中，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
　　3月份，25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4.3%，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外来农
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7个
百分点……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明显下
降，农民工群体就业加快改善。　　
　　稳住经营主体是稳就业的关键。人
社部等三部门已于3月底印发通知，将
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延续实施
至2024年底。预计今明两年年均减负约
1800亿元，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各类
经营主体将普遍受益。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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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稳健开局
新增基金认缴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94%

　　□记 者　赵小菊　
   通讯员　张丹丹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一季度，山
东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实现首季运行“开
门稳”“开门好”。据统计，一季度新
增基金认缴规模115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194%；新增投资项目25个，投资金
额近14亿元。截至一季度末，省新旧动
能转换基金累计完成项目投资1314个，
基金投资金额突破1634亿元。
　　一季度，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抢
抓经济复苏机遇，全力发挥有效投资对
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1月至3月新设
立3只基金，新增基金认缴规模115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4%，其中引导基

金认缴出资2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70%。聚焦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动能
基金公司联合兴证资本、济南市及起步
区发起设立黄河战略母基金，总规模
100亿元，目前正在启动首期实缴出
资；引入国家现代种业发展基金资金支
持，联合山东种业集团、北京先农投资
公司等共同设立现代种业专项基金，重
点聚焦山东种业优质项目开展投资布
局，支持企业攻关种业“卡脖子”关键
技术，助力山东整合资源打好现代种业
“翻身仗”；联合上海国际、金浦资本
与济南市设立10亿元济南金融科创基
金，重点支持济南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建设，为山东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在基金投资方面，一季度基金新增
投资项目25个，投资金额近14亿元。这
其中既有对有研艾斯半导体、欣旺达动
力电池等重大项目的持续出资，也有对
青岛艾迪森科技、健通生物等高新技术
企业的早期扶持。除子基金投资外，一
季度新增投资项目中，高新技术企业占
比近六成，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占比均超过四成，2家企业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企业为瞪羚
企业，1家为隐形冠军企业，体现了
“投早投精投科技”的鲜明投资取向。
从产业领域看，新增投资项目数量排名
前三的产业分布在高端装备、医养健康

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从投资金额看，排
名前三的产业分别为新材料、新能源和
高端装备。
　　得益于国内领先的引导基金政策设
计和良好的管理运作水平，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基金依托先发优势，将陆续迎来
投资企业上市爆发期和基金退出资金回
收期。一季度，引导基金顺利收回资本
金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0%，回收资
金将全部用于基金再出资，形成滚动发
展、持续运作的良好机制。截至目前，
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企业IPO数量
已达80家，加快打造独具特色的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基金支持企业上市板块。

一季度山东进出口同比增长7.7%
其中出口4592.8亿元，同比增长12.3%

　　□记 者　孙源泽　
   通讯员　张丽媛　陈星华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济南海关、
青岛海关今天联合发布消息：今年一季
度，我省实现进出口7646 .2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4592.8
亿元，同比增长12.3%；进口3053.4亿
元，同比增长1.4%，进出口、出口、进
口增速三项指标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
水平。
　　一季度外贸，我省民营企业表现抢
眼。一季度，全省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共计47964家，同比增长5%，外贸“热
度”提升。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5665.1
亿元，同比增长12%，拉动全省外贸增

长8 . 5 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74.1%，比重提升2.9个百分点；在全省
外贸前10位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9
家，引领带动作用凸显。同期，外商投
资企业进出口1404.4亿元，占18.4%。国
有企业进出口574.8亿元，占7.5%。
　　一季度，在全球主要贸易市场中，
东盟、美国、俄罗斯、欧盟、韩国、日
本为我省前六大贸易市场。其中，对东
盟进出口1459.3亿元，同比增长27%；对
美国进出口743.2亿元，同比下降7.9%；
对俄罗斯进出口736.1亿元，同比增长
92.7%；对欧盟进出口698.4亿元，同比
增长3.9%；对韩国进出口630.4亿元，增
长1.3%；对日本进出口476.3亿元，同比

增长2.8%。以上市场合计占全省进出口
总值的62%。同期，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3154.6亿元，增长27.2%，
占进出口总值的41.3%，占比提升6.3个
百分点；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2908.2亿元，增长14.3%，占进出口总值
的38%，占比提升2.2个百分点。
　　一季度，我省出口产品结构优化，
传统优势产品量稳质升。济南海关统计
分析处处长刘赛介绍，在集成电路、汽
车、游戏机等产品出口增长的带动下，
一季度，我省出口机电产品2172 .5亿
元，同比增长26.7%，占全省出口值的
47.3%，占比提升5.4个百分点；传统优
势产品出口呈现量稳质升的态势，出口

劳动密集型产品832亿元、农产品331.1
亿元，规模分别列全国第6位、第1位，
分别增长7.7%、5.9%，其中家具及其零
件、水产品、玩具的出口平均价格分别
上涨了41.6%、11%和22.7%。
　　“当前，外需减弱对外贸形成了直
接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
加剧等因素给我省外贸发展带来了新的
困难和挑战。”刘赛表示，多重压力之
下，今年全省外贸开局稳中有进，进出
口展现了韧性强、活力足的特点，为全
年实现外贸促稳提质打下了良好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我省
外贸向好势头有望进一步延续。

青海海北州来鲁招商引资

推介优势特色产品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高登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今天上午，2023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招商引资暨优势特色产品推介会在济南举行。本次推介会以“跨越山
海　携手未来”为主题，由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和山东省
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主办，邀请两地企业共谋合作、共创未来，
进一步深化鲁青交流交融，助力海北高质量发展。
　　自2010年对口支援海北州以来，山东始终将对口援青工作作为
“国之大者”和分内之事，先后有2100多名援青干部人才踏上雪域高
原，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智力支持、劳务协作、交往交流等重
点领域倾力援建，累计投入资金25.54亿元，实施项目241个，鲁青两
地联系越来越密切，交流合作不断加深。
　　本次推介会充分发挥山东对口支援海北平台作用，现场介绍了
海北州的产业基础、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推介了海北州的农牧和
旅游产业，并设置了优势特色产品展销区，展示了来自海北州的30
余种优势特色产品。推介会现场签约项目36个，意向金额10.13亿
元。其中，海北州人民政府与山东省直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5
个，与参会企业签约产业投资类项目17个、意向投资金额8.83亿元，
技术合作类项目3个、签约金额1100万元，贸易采购类项目11个、签
约金额1.19亿元。

山东与跨国公司

合作恳谈会举行
　　□记者　孙源泽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今天下午，山东与跨国公司合作恳谈会
“绿色能源合作专场”在济南举行。来自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和商业协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新机遇，共
图发展新图景。
　　会上，我省有关部门和市围绕推动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构
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推进能源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扩大经
贸往来打造对外开放高地等方面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度对接洽谈。跨国
公司代表纷纷表示，山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国家赋予山东建设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重大使命，为跨国公司在鲁发展提供了新机
遇，跨国公司与山东合作前景更加广阔，各公司将积极抢抓山东机
遇，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我省历来高度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近年来不断强化
政策支持力度，助力跨国公司在鲁发展，截至目前已有231家世界500
强在山东设立了898家企业，成为山东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夏季高考春季高考

安排出炉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今天，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山
东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夏季高考）工作实施办法》《山
东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春季高考）工作实施办法》，对
今年夏季高考、春季高考考试招生工作作出安排。
　　我省夏季高考国家统考科目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考试时间安
排在6月7日全天和6月8日下午，外语（听力）考试安排在1月8日上
午。夏季高考实行“3+3”考试模式，包括国家统一高考语文、数
学、外语（含笔试和听力）等3科，以及考生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
级考试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科中选报的3
科。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由3科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自主选择的3科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总成绩为750分。
　　2023年我省春季高考分为“知识”和“技能”两部分。“知识”
部分全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技能”部分由主考院校负责命
题并组织考试。“知识”部分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专业
知识。“知识”部分的考试时间为5月6日至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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