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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冀川

4月 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负责人孙
伟表示，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从加强政策制
度建设、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六
方面发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影响广泛、发展深远，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和生产。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方、各部门持续推进
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数

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融合提档加速，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孙伟介绍，今年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准备从以下六方面发力。

一是加强政策制度建设。加快构建“1+N”
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推动有条件的地方
和行业开展数据要素流通使用先行先试，统筹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和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数据
要素市场体系。

二是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光纤网络扩容提速，5G的商用部署和规模
应用，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基础设
施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

三是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培育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加快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支持平
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
显身手。

四是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强化各
领域、各行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政策改造
引领，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平，提升新一代
的信息技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龙头

企业、第三方服务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加快转型
的步伐。

五是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提高
公共服务资源的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水
平，持续加大适老化的智能化产品供给，运用
数字技术为弱势群体增加便利，持续推进智慧
城市和数字乡村融合发展。

六是不断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积极
提出“中国倡议”，落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数字
经济领域成果。积极提供“中国方案”，推进加
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开展双多边数字
经济治理合作，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

今年将从六方面发力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本报记者 吴晓璐

今年一季度，市场融资需求回升。据
Wind资讯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资本市场股
债融资合计1.66万亿元，同比增长6.57%。其
中，股权融资3577.29亿元，同比下降11.97%，
交易所债市融资1.3万亿元，同比增长13.11%。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今年资本市场股
权融资规模有望实现高增长，政策支持领域
和热门行业企业扩张意愿强。

股权融资分化

今年一季度，股权融资出现分化。一方
面是定增回暖、融资规模大增，另一方面则是
IPO、可转债和配股市场冷清。据Wind资讯
数据统计，一季度68家企业IPO，募资650.94
亿元，同比下降63.81%；定增规模达2492.5亿
元（含配套融资），同比增长106.84%；可转债
募资430.11亿元，同比下降41.27%；配股募资
规模仅为3.74亿元。

对于定增回暖的原因，中信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一
季度许多上市公司股价处于低位，投资者参
与定增的风险较低，参与意愿较强。

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

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定增市场回暖背后，是认购股东看
好未来形势，乐于认购折价的股票。”

对于IPO募资下降的原因，明明认为，去
年一季度有些“重量级”新股上市，如中国移
动、晶科能源募资均超百亿元，因此基数较高。

谈及可转债融资规模下降，市场人士认
为主要是因为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要求较高，
以及二级市场波动产生的影响。

明明表示，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的盈利状况、
资产负债率要求较高，去年许多上市公司业绩
下滑，符合要求的公司数量减少。且去年8月份
可转债新规实施后增加了涨跌幅限制，转债市
场成交量下降，也间接影响了一级市场。

交易所债市融资放量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一季度交易所债
市融资合计达1.3万亿元，同比增长13.11%。
特别是3月份，交易所债市融资规模放量增长，
融资规模达6912.39亿元，同比增长45.39%。

“整体来看，一季度债券市场融资端出现
好转，且3月份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也出现明显
抬升。”明明表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
为实现经济稳步复苏，地方债发行前置，带动
一季度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有所抬升。其次，

债券市场从2022年末赎回潮影响中恢复，发
行市场明显回暖，3月份债市发行规模明显高
于前两个月。最后，3月份和4月份信用市场
到期规模相对集中，需要借新还旧来缓解债
务压力，也使得发行规模上升。

“在稳增长政策作用下，实体经济整体
向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超出市场预期，显
示出融资需求有所恢复。此外，债券市场已
经逐步从去年理财赎回风波中修复，债券融
资规模出现回升。”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雳表示。

从行业来看，一季度房地产行业企业在交
易所债市融资736.66亿元，同比增长99.08%。
从企业性质来看，国企融资规模占比进一步提
升，地方国有企业和央企合计募资1.2万亿元，
占比92.15%，同比提升2.99个百分点。

谈及今年资本市场股债融资将发生哪
些变化，明明表示，随着经济复苏步伐不断
加快，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保持旺盛。特
别是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新材料
等政策支持领域和热点领域，行业前景好、
资金需求量大，再融资和IPO募资规模有望
实现增长。

从债券市场来看，明明表示，整体来看，
债券市场将维持平衡状态，全年融资规模或
难以出现明显增长。

一季度资本市场股债融资1.66万亿元
同比增长6.57%

本报记者 杜雨萌

据4月3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
据，3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5.5%，较上
月回升5.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超过5个
百分点。

“3月份，伴随各地稳需求、促消费政策措
施落地，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何辉介绍，
业务量和新订单指数持续增长，投资指数、主
营业务利润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均继续保持回升。从企业规模看，大中
小微型物流企业业务量均有增加。

具体来看，3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5.5%，
环比回升 5.4个百分点，显示物流行业业务规
模在扩张区间，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研究员胡焓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3月份物流需求反弹，业务明显扩
张，业务总量指数为去年以来最高。其中，居
民消费稳定回升，线上线下消费和城市配送需
求同步增长，邮政快递业业务增长突出，其业
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达9.3个百分点。航空运
输业业务回升显著，业务总量指数两个月回升
近10个百分点，达到59.7%。大宗能源和原材
料物流需求在 2月中下旬有序恢复，煤炭和钢
铁运量回升，带动铁路运输业和道路运输业业
务总量指数回升到54%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水上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回升7.8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业务总量的回升，不仅带动
了新订单指数回升，两类库存指数也有所回
升。数据显示，3月份，新订单指数环比回升
4.4个百分点，显示物流需求继续改善，商品流
通需求增多，为行业景气度回升提供基础保
障。另外，平均库存量指数和库存周转次数指
数亦回升到 50%以上，环比分别回升 2.2个和
3.9个百分点，显示出生产和消费两端均趋于
活跃，库存和周转次数均有增加。

在胡焓看来，节后各地强化重大项目建设
推进力度，着力恢复和提振消费，带动工业领
域和居民消费新增物流需求增长。分行业来
看，全部行业新订单指数均在50%以上景气区
间。其中，尤以装卸搬运业和邮政快递业新订
单指数回升最为突出，环比回升超过10个百分
点。航空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回
升也较为显著，环比回升超过 6个百分点。干
线运输和城配新业务明显增多，带动道路运输
业新订单指数环比回升3.1个百分点。

3月份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8.1%，已连
续4个月回升，显示出随着经济持续复苏，企业
对物流行业将继续快速增长的信心较强。

“综合来看，一季度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
水平较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均有明显回升，反映
出一季度物流供需加快恢复，运行向好基础有
效巩固。”胡焓说。

3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升至55.5%
一季度物流供需加快恢复

苏诗钰

税费优惠政策是积极财政的重要内容，是
直接有效和公平的惠企政策。今年以来，在助
企纾困的税收政策方面好消息不断，尤其是对
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4月3日，财政部发布“一图速览2023年财政
支持重点”，直观地为今年财政政策划重点，其
中特别提到将“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具体来
看，包括“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阶段性
降至1%”“继续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
税人分别实施5%、10%增值税加计抵减”。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生力军，也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和

“神经末梢”，对于稳住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数

据显示，去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企业达5282.6
万户，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超过1.1亿户，约占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的2/3。

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和优
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六
个方面，其中多项涉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例如，将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的所得税政策，
实施至2024年年底；为支持稳就业，将降低失业
和工伤保险费率，延续实施至2024年年底；为减
轻用人单位负担，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
策延续实施至2027年年底。

笔者认为，今年税费优惠政策还可从“减简
检”三方面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提升帮扶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含金量”。

首先，继续做好税费“减法”，精准把握市场

经营主体需求。随着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
要根据发展中的新特点、新问题、新情况，有针
对性地适时推出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

其次，化繁为简，让“真金白银”快速抵达经
营主体。好政策重在落实，对于企业退税申请
要第一时间办理，用最快的速度办理。要让企
业“少跑”，完善线上办理流程。在审批过程中
应压缩每个环节的办理时间，实现高效退税。

第三，加强涉税服务平台检查，持续规范税
收秩序。涉税违法行为扰乱税收征管秩序，破
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税务部门要对税收违
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加大处罚力度，为经营主
体创造公平法治的税收环境。

税费优惠政策应打好“减简检”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