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情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社科联名誉主席    著名经济学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提法引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24年12月11—12日在北京

举行。会议总结了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

势，部署了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重要提法，例

如“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更加积极的财政

政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等重要提法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表示，会议

提出的规律性认识，既是应对当前困难挑战、巩固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摘自新华社）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达十五年之久，但“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提法较为少见，这意味着2025年要采取比

2024年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以助推经济企稳回升。预计

赤字率、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

有望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将继续增发。

（摘自经济参考报）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认为，会议将扩大内需置于

九大重点任务之首，主要是为了畅通“需求-价格-利润-

居民收入-需求”国内大循环。需求问题缓解，增长就有

保障，群众就业和增收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从而实现会

议要求的“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目标。

（摘自中国网财经）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会议首次把规范政府

和企业行为纳入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域。对目前所面临的内

卷式招商引资、内卷式企业竞争行为要专门进行系统的治

理，这是化解部分产能过剩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

所出现的新型产能过剩的关键。

（摘自光明日报）

房价指数出现积极变化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王中华称，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涨城市个数增加，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

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均收窄；各线城市同比降幅

2024年以来首次均收窄。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房价指数

出现积极、重大和显著变化，即房价指数环比跌幅明显收

窄，且有开始转正的迹象。这说明随着房屋交易量止跌回

稳，量对价的传导效应开始显现，表明2024年房价跌幅

持续扩大的态势开始得到遏制。

（摘自中国商报）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认为，根据近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5年房

地产纾困不仅是传统政策在储备新的抓手，而且开始着眼

于解决制约楼市需求端的基本面因素，比如就业、收入和

生活成本等等。因此，预计房地产市场开始触底。

（摘自时代财经）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热点二线城市复苏迹

象在不断体现，杭州、宁波、厦门、重庆、成都等地一二

手房价格出现环比上涨。二手房交易税费减少政策对于置

换类占比高的城市影响大，热点二线城市近期置换需求也

呈现出上扬态势。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在社会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科技进步的驱动

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模式、行为、理念等悄然发生变

化，消费持续增长的同时呈现新特征新趋势。

一是从以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随着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的重点从以商品为主向商品

和服务并重、再到以服务为主转变，是消费升级的一般规

律。我国正处在服务消费占比赶超商品消费的阶段。

2024年前三季度，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

比重为47％，比上年同期上升0.9个百分点。

二是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追求更加充裕的物质生活之外，居民

更加重视发展型享受型消费。2024年前三季度，文化娱

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为

42.4%，比2020年上升3个百分点。

三是从消费种类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化消费。我国超大

规模市场空间广阔，老龄化程度加深，消费群体结构变化

加速，消费需求呈现分众化态势；同时，科技发展和产业

变革为消费产品创新以及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撑，大数据提升了供需匹配度和资源配置效率。2024年

上半年，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超过2亿种，位居全球第一。

四是从追求实用需求满足上升为精神情感多重需求满

足。我国居民对物质消费的需求变得更理性，对精神消费

的需求则呈上升趋势，注重体验感的“悦己消费”、体现

文化自信的“国潮消费”、体现理性消费态度的“性价比消费

”等的比重日益上升。据艾媒咨询数据，2023年我国国潮经

济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同比增长9.4%。

（摘自光明日报《把握需求变化 释放消费潜力》）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房价指数出现积极、重大和显著变化

体现文化自信
的“国潮消费”
呈上升趋势。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出现新变化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5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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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四

乡村全面振兴正当时
四川是农业大省，农业生产规模大，农村人口基数大，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对治蜀兴川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4年四川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预计将迈上万亿元台阶；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6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25，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

缩小。

近年来，四川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建设现代农业园、直播带货农产

品、开展乡村赛事构建现象级文化IP、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

农业农村焕发新机，背后“藏”着的乡村振兴密码，为四川加快推进农

业强省建设注入新活力！
桃坪村入选2024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在保持原有人文历史和古村风貌的
基础上，桃坪村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建设沉浸式演艺数字剧场等，进一步带动农
业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

凉山州大力实施“农业强州”战略，持
续擦亮特色农业“金字招牌”，会理石
榴、盐源苹果、雷波脐橙……一批批具
有“大凉山”特色的农产品享誉全国。

“小泡菜”做成了“大产业”，2023年眉山泡菜销售收入超220亿元，市场
份额占全省二分之一、全国三分之一。图为制作泡菜的主要原料之一——
萝卜迎丰收，构成冬日好“丰”景。

图为志愿者在阿坝州某樱桃园直播带货助
农增收。

2023年四川耕地增加64.10万亩，
连续三年实现耕地净增加。图为广
安荒滩变良田。

图为四川省第二届“村BA”在崇州举行。



四川全国全国

凭借市场、产品、模式“三板斧”的求新求

变，浙江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机电产品、劳动密

集型产品等主要商品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成为我

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1—11月，全

省货物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为4.81万亿、

3.57万亿和1.2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9%、

9.0%和1.2%；分别占全国的12.1%、15.5%

和7.4%。至此，浙江出口规模已超2023年全

年水平。

自202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来，一系列利好楼

市政策陆续落地，有力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发

展。2024年1—11月，天津、上海、海南和

陕西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转正，分别同比增长

1.9%、5.4%、3.0%和 0.5%，显示出明显

的回暖趋势。

22.9

2024年，四川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不断加力加码，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汽车、

家电类零售继续保持增长。11月，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9%，

增速较上月加快1.7个百分点，连续3个

月加快，拉动全省当月限额以上零售额增

长1.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22.9%，连续3

个月保持20%以上的增长，拉动全省当

月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1.6个百分点。

%

14%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经过两年来的艰辛努力，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

显著成效。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

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3327.0万个，与2018年末（2018年

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相比，增长

52.7%，从业人员42898.4万人，增长

11.9%；个体经营户8799.5万个，从业人

员17956.4万人。

近年来，河南围绕汽车整体产业链，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控、电驱，

不断加大招引的力度，集聚一批龙头企业，

促进了汽车行业快速增长。2024年11月，

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8%，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1.9个百分点。

34.8%
2024年，遂宁大抓工业、重抓制

造业，加快构建“5+1+N”现代产业体

系，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带动工业用电

量快速增长。1—11月，遂宁工业用电

量53.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

增速高于全省9.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3位。其中，制造业用电量46.57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4.8%。

3327.0万个

房地产投资转正

4.81万亿元

(全文见《四川省情》2025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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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9574.9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6313.4亿元，外贸依

存度为15.9%，推进内外贸既有坚实基础又有现实

需求。当前，四川正积极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国际交流

等措施，促进内外贸深度融合。未来，四川将继续

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深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三万亿”
消费挖潜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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