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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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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撰稿人 张芳烈

1 月 31 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扎
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
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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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
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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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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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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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
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在总书记的讲话中，重点强调了“原创
性”和“颠覆性”，从而为包括国产大飞机在
内的战略产业的崛起，提供了关键的指引。

2023 年 5 月 28 日 ，国 产 大 飞 机
C919 正式完成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C919的推出，彻底打破了全球大飞机
产业由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巨头垄断
市场的格局。

在我国的C919推向市场之前，世界航
空工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市场上已形
成了高度垄断。

比如早在 2016 年，在世界航空航天
100强企业中，美国占 44家，在前 10强中，
美国占7家。

同时欧洲在百强中占据了35家，仅次
于美国。

另外，加拿大也在公务机市场占据一
定的份额。

值得一提的还有巴西和乌克兰。
巴西在支线客机方面具有一些相对优

势，我国也在该领域有所布局，比如ARJ21
喷气支线客机，在2023年实现了海外运营
零的突破。

2023 年 4 月，中国商飞向印尼翎亚航
空交付的首架ARJ21飞机投入商用

这是我国客运飞机首次实现海外
商用。

国内市场方面，2023年中国商飞向客
户交付了 22 架飞机，型号交付总量达到
122架。

总结来看，我国已经在支线客机方面
打开了局面。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加快航空工业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科技和工业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C919这样的大飞
机水到渠成。

根据 2016年 5月工信部发布的《中国
制造 2025》，飞机被称为“工业之花”和技
术发展的火车头，产业链长，覆盖面广，在
保持国家经济活力、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
国家安全水平、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等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服务需求
的不断增长，也为航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预计未来10年，全球将需要干线飞机
1.2 万架、支线飞机 0.27 万架、通用飞机
1.83 万架、直升机 1.2 万架，总价值约 2 万
亿美元；我国将需要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

1940架，价值1.8万亿元。
同时，随着我国空域管理改革和低空

空域开放的推进，国内通用飞机、直升机和
无人机市场巨大。

未来 10 年全球涡喷/涡扇发动机需
求 量 将 超 7.36 万 台 ，产 值 超 4160 亿 美
元；涡轴发动机需求量超 3.4 万台，总产
值超 190 亿美元；涡桨发动机需求量超
1.6 万台，总市值超 150 亿美元；活塞发动
机需求量将超 3.3 万台，总市值约 30 亿
美元。

我国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
不断提高的经济形势下，对航空运输和通
用航空服务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航空工
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有数据显示，2023 年到 2042 年，全球
预计将新交付 43644架客机，其中 9171架
将由我国接收，市场价值约1.4万亿美元。

同时有调查显示，“我国还有 10 亿人
没坐过飞机”。

这既表明了我国航空产业的短板，同
时也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对于我国的C919以及正在研制中的
C929而言，刚好对接了我国客机需求大爆
发的时代。

自去年 5 月份，国产 C919 客机首航
后，中国商飞又向东方航空交付了 3架同
型号客机。

目前，由ARJ 21和C919组成的机队，
随着持续开展运营，不但能为我国的民航
事业提供助力，而且也带动了我国航空产
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这对做大做强航空产业大有裨益。
数据显示，通过 C919 的设计研制，我

国掌握了民机产业 5 大类、20 个专业、
6000 多项民用飞机技术。

这对正在研制中的C929也是一个巨
大的促进。

另外，我国大飞机产业也在走向世界。
在今年初召开的 2024 年全国民航工

作 会 议 上 ，民 航 局 强 调 要 做 好 C919、
ARJ21证后管理、推进C919飞机EASA（欧
洲航空安全局）认可审查。

对于世界上的各个大国而言，航空都
属于战略产业，同时也是技术创新高地。

因此我国的大飞机产业链经历的从 0
到 1，以及现在的从 1到 10，都体现了典型
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翱翔：中国大飞机在崛起》作者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庆桥
所说，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大飞机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
本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让中国
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
想、人民期盼”。

本报讯 今年春节文旅市场活跃，
多个城市游客接待量大幅上涨，尤其
是一些“网红城市”，延续了此前的强
势表现。

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国
内旅游订单、门票订单、接送机订单，均
大幅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在古都开封，新年第一天大相国寺、
清明上河园等热门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到了晚上，位于老城区的书店街等
地热闹非凡，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
品尝各种小吃。

以哈尔滨为例，2月 7日哈尔滨机场
保障航班起降 528架次，运送旅客 87482
人次，起降架次打破今年1月27日523架
次纪录，旅客吞吐量打破 2 月 6 日 86373
人次纪录，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旅客量
即将跨入“9万”时代。

为满足春节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哈
尔滨机场根据客流情况，通过增加班次、
调换机型等方式灵活调整运力配置，重
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亚、海口等热点

城市加大运力投放力度，每日哈尔滨至
北京、上海均超过20班，至深圳、三亚、海
口、成都、杭州、广州均超过10班，协调南
航、川航、国航、东航、海航等航空公司在
北京、上海、广州、三亚、成都等热门航线
更换宽体机执行。

春节期间，哈尔滨机场计划执行航
班 4000 余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60 余万
人次。

来自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哈尔
滨春节假期首日旅游订单同比增长
244%，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40倍。

重庆文旅市场消费同样大幅上涨，
旅游订单同比增长91%、门票订单同比增
长306%。

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
据，2月 10日全省纳入统计的 833家A级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472.84万人次，实现
门票收入3523.47万元。

四川全省 5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37.07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752.69万元。

同日，成都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6%，

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480%。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自

然博物馆、都江堰景区、花舞人间、蜀风
雅韵川剧院成为游客目的地TOP5。

另外，2024 年春节假期成都航空口
岸将迎来新一轮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
将有 13 万余人次、690 余架次航班出入
境，分别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约 6 倍和
2.6倍。

根据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11日发布
的数据，2024 年春节假期大年初二至初
四出行的机票预订量较2023年同期增长
六成，其中大年初二出行量最高；热门目
的地前十位为北京、成都、上海、广州、深
圳、重庆、昆明、海口、西安、杭州。

春节旅游热潮带动了酒店的预订。
数据显示，假期前两日，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的酒店预订量比 2023年同期
增长五成以上，南京、武汉、苏州等城市
预订增幅也在三成以上。

数据显示，“‘00后’最爱去的城市”，
成都位列第一；“‘90后’最爱去的城市”
北京位列第一；热门亲子游目的地为上
海、北京、广州、海口、杭州等。

同时，春节出境游火爆，中国游客重
返全球市场。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此前预测，今年
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新一轮出入境
客流高峰，日均通关人数将达 180 万人
次，较 2023年春节增长约 3.3倍，与 2019
年春节出入境流量相当。

中国旅游研究院 2月 1日发布的《中
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也显
示，预计 2024年我国出境游市场规模将
达到 1.3 亿人次，恢复到 2019 年的八成
左右。 （李 明）

本报讯 2月 9日，央行网
站披露2024年1月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及存量统计数据报告。

初步统计，2024年 1月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6.5 万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多 5061 亿
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增加4.84万亿元，
同比少增 913亿元；对实体经
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
币增加 989 亿元，同比多增
1120亿元；委托贷款减少 359
亿元，同比多减 943 亿元；信
托贷款增加 732亿元，同比多
增 79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 5635 亿元，同比
多增 2672 亿元；企业债券净
融资 4835 亿元，同比多 3197
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 2947
亿元，同比少 1193亿元；非金
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422 亿
元，同比少542亿元。

2024 年 1 月末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384.29万亿元，同
比增长 9.5%。其中，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
为 240.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
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
1.76 万亿元，同比下降 0.9%；
委托贷款余额为 11.23 万亿
元，同比下降 0.7%；信托贷款
余额为3.98万亿元，同比增长
6.3%；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余额为3.05万亿元，同比增长
3%；企业债券余额为 31.41万
亿元，同比增长 1.3%；政府债券余额
为 70.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非
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 11.47万亿
元，同比增长6.9%。

从结构看，1 月末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的 62.5%，同比高 0.3 个
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
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 0.5%，同比
持平；委托贷款余额占比 2.9%，同比
低 0.3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
1%，同比低 0.1 个百分点；未贴现的
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 0.8%，同比
持平；企业债券余额占比 8.2%，同比
低 0.6 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
18.2%，同比高 0.9 个百分点；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 3%，同比低
0.1个百分点。 （林 溪）

据新华社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近
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造船完
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造船
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大国地位进一步稳
固。与此同时，我国船舶工业绿色转型全
面提速，有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新接绿色动力船舶订单国际
份额达到 57%，实现了对主流船型的全覆
盖。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 5400 马力纯电
拖轮、国内首艘 500千瓦氢燃料电池动力
船等建造完成并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我国船舶工业新能源装备
研发取得新突破，船用甲醇燃料、氨燃料
供给系统获得批量订单，首台船用中速大
功率氨燃料发动机点火成功……不断夯
实我国船舶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

“当前，船舶工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阶段，绿色化转型是全球造船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
长李彦庆说，我国船舶工业正加快推进产
品体系、制造体系、供应链体系的全面绿
色化转型，将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提
升行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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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船舶工业绿色转型全面提速

据新华社 2024年商务部将以老字号
为重点，以步行街为载体，促进国货“潮
品”消费，并加强国货“潮品”推广。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近日商务
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布了第三批中华老字
号，将 382 个品牌正式认定为中华老字
号。目前，全国中华老字号的数量已经达
到1455个，为国货“潮品”消费注入了新的
力量。同时，商务部近日将哈尔滨中央大

街等8条步行街确认为第三批全国示范步
行街，目前全国示范步行街的数量已经达
到19条。

盛秋平介绍，商务部下一步将聚焦春
节等传统节日，组织老字号和新国潮企业
线上线下融合开展系列活动，并指导各地
步行街、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结合
消费旺季，因地制宜开展消费促进活动，
推动老字号产品在步行街集中展示展销。

商务部：2024年着力做好国货“潮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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