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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多地交出一季度耀眼成绩单
重庆、云南、甘肃、宁夏、四川、广西、青

海、陕西等地一季度部分“成绩”近日陆续
出炉，交出西部地区发展耀眼成绩单。

重 庆
外贸进出口总值1651.4亿元

4月19日，笔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今
年一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 1651.4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高于全国整体
进出口增速2.8个百分点，实现“开门红”。

从贸易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增幅明
显。今年一季度，重庆一般贸易进出口
745.1 亿元，增长 18.7%，占重庆外贸总值
的 45.1%；加工贸易、保税物流分别进出
口 580.6 亿元、319.7 亿元。此外，重庆综
保区进出口 1018.6 亿元，占重庆外贸总
值的 61.7%。

从外贸主体来看，民营企业表现亮
眼。今年一季度，重庆民营企业进出口
831.7 亿元，增长 23.8%，占进出口总值的
50.4%，拉动重庆进出口增长 10.1 个百分
点；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分别进出口
660.6 亿元、157.5 亿元。重庆有进出口实
绩企业 3539家，增加 13.6%；其中，民营企
业3098家，增加16.2%。

从贸易伙伴来看，外贸“朋友圈”持续
扩大。今年一季度，东盟为重庆第一大贸
易伙伴，进出口 281.4 亿元，增长 10.5%。
对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
30.9%、9.2%、41.2%。

从产品类别来看，新兴动能快速成
长。今年一季度，中间品出口 362.8亿元，
增长 23.2%，对重庆出口增量贡献超五成，
成为出口增长关键动能；笔记本电脑、摩托
车分别出口 356.7亿元、65.2亿元，分别位
列全国第 1、第 2 位；电动汽车出口 26 亿
元，增长48.2%。

云 南
居民收支平稳增长

4月 19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
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云南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8018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农
业生产保持稳定，就业、物价基本稳定，居
民收支平稳增长。

一季度，云南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2364元，增长4.1%，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550 元，增长 6.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5.8%。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
入、转移净收入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人
均工资性收入 4344元，增长 6.7%，占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为 54.2%，拉动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3.6个百分点；人均经营净收
入 1588元，增长 5.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为 19.8%，拉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1.0个百分点；人均财产净收入 689 元，
增长 3.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8.6%，
拉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0.3个百分
点；人均转移净收入1397元，增长2.9%，占
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7.4%，拉动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0.5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支出呈平稳增长态势。一季
度，云南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260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4.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8468元，增长 2.7%；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4499元，增长6.6%。居民八大类
消费支出“六升二降”。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相对差距缩小。一
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城镇
居民的 53.1%，占比较上年同期扩大 1.9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低
于城镇。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为
54.2%，较上年同期缩小0.6个百分点；农村
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为 52.9%，较上
年同期缩小1.5个百分点。

甘 肃
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49.4%

4月18日，笔者从兰州海关获悉，今年
第一季度，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值194.7亿
元，同比增长 49.4%。其中，出口 41.4 亿
元，增长45%；进口153.3亿元，增长50.7%。

从贸易市场看，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

口均保持增长态势。一季度，甘肃省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6亿元，增长
45.4% ，占 全 省 外 贸 总 值 的 75.8% 。 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58.6 亿元，增长
127.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30.1%。同期，
甘肃省对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
亚进出口分别为 42.7 亿元、29.8 亿元和
17.3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5.1% 、383.8% 和
189.5%。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参与进出口
贸易活跃。一季度，甘肃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 58.6亿元，增长 40.5%，占全省进出口总
值的30.1%。国有企业进出口135亿元，增
长5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

从贸易类型看，一季度，甘肃省一般
贸易进出口 148.2 亿元，增长 68.8%，占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 76.1%。加工贸易进出
口 39.6 亿元，增长 1.7%，占全省进出口总
值的 20.3%。保税物流进出口 5.1 亿元，
增长 57%。

从产品结构看，出口方面，一季度，甘
肃省出口机电产品15.4亿元，增长15%；出
口农产品 9亿元；出口未锻造金（银）4.8亿
元；出口基本有机化学品 1.4 亿元，增长
19.2%；出口“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光伏
产品、锂离子蓄电池）1.2 亿元，增长 13.6
倍。进口方面，一季度，甘肃省进口金属矿
砂 109.6亿元、增长 54%，占全省进口总值
的 71.5% 。 进 口 镍 锍 26.7 亿 元 ，增 长
315.3%。进口镍钴材料 6.2 亿元，增长
60.8%。进口集成电路3.3亿元。

宁 夏
“走访码”服务8172家小微企业

4月 16日，笔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金融办（下称“金融办”）了解到，千企万
户“走访码”上线 4 个月来，已成功服务
8172家小微企业，精准解决了 248.35亿元
的融资需求。

据了解，金融办充分发挥“信易贷”平
台银行网点全覆盖的优势，积极探索创新，
在第一时间开发上线了千企万户“走访
码”，通过数字化手段，全力打通政策落实
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机制加速落地见效。

在了解到千企万户“走访码”后，宁夏
塞上银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陈治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码填报了融
资需求。没想到，很快就有交通银行银川
正源街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告知其
符合信用贷款条件。原来，通过“信易贷”
平台的数据筛选，该企业凭借良好的纳税
记录等内容，被纳入了银行信用优质企业
白名单。

在后续的流程中，银行依据平台提供
的电子档案和信用评分，快速完成了审
核。从提交申请到 300万贷款到账，仅用
了一周时间。这笔资金及时到位，新设备
顺利购置，使得业务量也随之增长，在市场
中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只需扫
码即可快速填报融资需求，系统自动匹配
信用评分、经营数据生成电子档案，实现

“一次扫码、全程留痕”。平台建立了“智能
审核—精准推荐—进度追踪”的闭环流程，
小微企业可通过平台实时查看贷款审批进
度，需求响应时效大幅缩短，实现了融资服
务全流程数字化覆盖。

同时，金融办依托“信易贷”平台归集
的40余家单位83类数据资源，通过工商注
册、纳税记录、水电缴费等 18个维度自动
筛选信用优质企业，并结合走访数据与信
用评分，建立动态信用“白名单”机制。鼓
励银行机构为信用优质企业提供“随借随
还”“无还本续贷”等便利服务，单户授信时
效平均缩短60%。这一举措全面打通了跨
部门信用数据共享壁垒，无抵押、无担保信
用贷款业务占比提升至 57.6%，贷款平均
利率降低0.4个百分点，有力推动小微企业
融资从“难慢贵”向“易快惠”转变。

此外，平台建立了“线上需求申报
+ 线下走访验证”双向联动机制，通过千
企万户“走访码”小程序实现融资需求“秒
级响应”。搭建“专班初审—银行尽调—平
台跟踪”三级服务链，并开发“融资进度可
视化”系统，让企业能够实时掌握贷款审批
全流程。截至目前，宁夏“信易贷”平台已
与区内 17家主要银行机构实现系统直接
互通，提供信用查询服务100余万次，形成
了“线上+线下”协同联动的融资服务新模
式，贷款平均周期从 7—15天缩短至 3—7
天，大幅提升企业资金获取时效性，为实体

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四 川
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31%

4月 16日，笔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获悉，今年一季度，81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 2455.3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31%。
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1046.9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 30.1%，产业项目完成投
资 1275.4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31.7%，民
生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完成投资 99.7 亿
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34.9%，生态建设及环
境保护项目完成投资 33.3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28.3%。

省市联动全面攻坚抢进度。2 月 13
日，在成都举行全省2025年第一季度重大
项目现场推进活动，德阳、绵阳、南充、眉山
4个市作为分会场，同步举行相关活动，现
场推进重大项目 2956个，计划总投资 1.13
万亿元，创四川单季开工项目规模新高。
印发实施《四川省2025年项目攻坚工作方
案》，全面开展项目谋划储备、招商引资、向
上争取、建设推进、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六
大攻坚行动”，加快推进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见效。

健全机制紧盯问题破堵点。建立四川
重大项目调度机制，定期收集基础设施、制
造业、服务业、在谈招商引资四类重大项目
需省级层面问题协调事项，建立困难问题
台账并持续开展督办跟踪，对账销号、滚动
推进、协调到底。2月28日，四川省政府召
开全省重大项目调度机制第一次专题会
议，“面对面”研究解决推进项目困难问
题。同时，会同省级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
务，推动协调解决疆电（南疆）送电川渝特
高压直流工程穿越大熊猫国家公园路径方
案、珑腾凉山州AI数据中心220KV供电接
线方案等项目推进问题。

数智赋能智慧调度优服务。2 月 17
日，四川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项
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工作。加快建设省
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智慧调度平
台，推动归集项目立项、开工建设、竣工投
产全生命周期数据，多维呈现项目态势、主
动预警项目风险、闭环处置项目问题，加强
省重点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项目、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等
项目服务调度，以数字化技术赋能项目服
务管理。

下一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
关方面，抢抓当前项目建设施工黄金期，充
分发挥重大项目调度机制作用，全面开展
项目攻坚行动，持续加强项目实施调度和
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广 西
外贸进出口增长16.8%

4月16日，笔者从南宁海关获悉，今年
一季度，广西外贸进出口1873.3亿元，同比
增长16.8%。

据了解，一季度，广西一般贸易进出口
899.3亿元，同比增长35.6%，占同期广西外
贸总值的 48%。随着区内一批新能源、冶
炼、造纸企业不断推动资源型产品开展加
工贸易，一季度广西加工贸易高速增长，共
进出口 206.2 亿元，同比增长 63.4%，上拉
同期广西外贸增速 5个百分点。其中，进
口铜精矿、镍硫及镍中间品分别为 56.1亿
元 、29.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8.3% 、
393.1%；未锻轧镍 、纸板分别出口 27.8 亿
元、1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3.4倍、42%。

民营企业发挥主力军作用。一季度，
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达3515家，同比
增加 14.4%，合计进出口 1347.2亿元，同比
增长 26.7%。同期，国有、外资企业分别进
出口 281 亿元、176.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4%、13.4%。

广西与东盟陆海相连，区位优势独
特。一季度，广西对东盟进出口 1015.1亿
元，同比增长 16.5%，为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其中，对越南进出口 706.3 亿
元，同比增长 0.5%；对泰国、印尼、新加坡、
马来西亚分别进出口98.5亿元、74.9亿元、
46.3亿元、3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8%、
85.8%、402.7%、37.3%。此外，对新西兰、非
洲、欧盟同比分别增长77%、75%、67.6%。

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造纸、新能源
等产业出口保持增长，汽车及零配件、纸制
品、锂电池分别出口 71.9 亿元、33 亿元、
26.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6.4%、45.3%、

129.3%。同期，在跨境电子产业链带动下，
电子元件、液晶平板显示模组、电线电缆出
口同比分别增长49.3%、51.2%、58.9%。

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实现“开门红”
4月 15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

布消息，今年以来，川渝两省市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重点项目为抓手，不断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一季度32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完成年度
投资 1119.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25.4%，
顺利实现“开门红”。

现代基础设施类项目取得重大突
破。1—3 月完成投资 649.5 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 22.8%，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正式投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提质
改造工程完成 T1 航站楼改造，渝西水资
源配置工程嘉陵江干线全线通水，西宁至
成都铁路四川段首座隧道班佑 1 号隧道
顺利贯通。

现代产业、科技创新类项目有序推
进。1—3 月完成投资 397.6 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 31.5%，成都高新区奕斯伟板级
封装系统集成电路项目建成投运，国家级
（荣昌）生猪区域性种业创新基地建设项
目、中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一期）科创中
心全面开工建设。

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
服务类项目加快实施。1—3 月完成投资
72.7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24.1%，陆海国
际中心幕墙工程正式竣工，成都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
试，江苏省中医院重庆医院建设项目主体
工程完工，宽窄巷子二期项目完成顶板结
构施工。

下一步，两省市将按照川渝两省市党
委、政府安排部署，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要素保障、加强协调服务、做好跟踪调
度，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再
提速，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力争取得更多
标志性、可视化成果。

青 海
服务提效发展提质

今年一季度，青海省加大消费者服务、
投资服务、就业服务力度，服务提效练内
功，发展提质生外力。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4月 14日，笔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一季度，青海各级消协组织共受
理全国消协智慧 315平台和 12315分转案
件 9024件，解决 6929件，解决率 76.8%，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1.7余万元。

据数据分析，一季度青海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产品质量、合同条款、售后服务等
问题投诉较为突出。在售食品存在腐败变
质、含异物、超出保质期、食材不新鲜，外卖
食品不卫生、封装不严、送餐不及时、经营
者态度恶劣，预包装食品超过保质期、预包
装食品成分标准不规范及非食品原料和食
品直接接触等问题；售后服务人员不履行
售前承诺、推诿售后责任、延迟履行或部分
履行“三包”义务等问题，售后服务技术水
平较差、多次维修仍无法解决问题，拒不履
行商品和服务退款退货义务等问题；经营
者拒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或延迟履行合同
相关责任、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规避
应承担责任或加重消费者义务、限制消费
者权利，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未明码
标价或明码标价不规范、价格过高等问题。

青海省消协有关人士称将充分发挥全
国消协智慧 315平台，积极向消费者和经
营者宣传推广平台网站、手机“小程序”及

“微信公众号”运用端，鼓励经营者入驻平
台，促进消费纠纷先行和解，进一步畅通维
权渠道，完善多元化解机制，努力做到源头
治理有力度、纠纷化解有速度、权益保护有
温度。

城镇新增就业1.69万人
今年以来，青海人社部门坚持就业优

先导向，高位部署，一体推进就业政策落
实、就业服务落地，全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
及劳动者返岗就业。截至 2025 年一季度
末，青海城镇新增就业1.69万人，农牧区劳
动力转移就业37.01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6.4%、14%，青海就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为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青海分
解压实就业重点指标，细化重点产业项目
带动就业、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等13项
重点工作任务。同浙江、福建、山东等省沟
通劳务协作等重点事项，与福建签订省际
协作协议，建立常态化劳务输出机制。落

实青海促就业促发展促团结招商引资大会
精神，启动光伏等新能源企业带动就业专
题调研，摸清产业就业基础，梳理 26家绿
色算力、光伏新能源等重点企业7946个用
工岗位需求，形成服务保障清单。目前，已
保障重点企业用工3033人，为产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多措并举，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实施
“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开展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2.7万人次，进一步提升重点群
体就业能力。加大援企稳岗力度，一季度
为 3.26万户参保单位降费减负 1.22亿元。
会同农业农村、退役军人、工会、教育等部
门，联合开展“春风行动”“职引未来—2025
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活
动”，累计组织各类专场招聘 130余场，发
布用工岗位信息18.3万个。

陕 西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居全国第8位

4月 7日，从陕西省统计局传出消息，
今年以来，陕西抢抓“两重”“两新”等政策
机遇，深入推进“三个年”活动，加强项目谋
划储备，狠抓建设进度效率，聚力打好扩大
有效投资硬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稳
定回升，工业投资保持高位增长，房地产投
资延续良好增势，设备购置投资带动作用
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速转正，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投资领
域反映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指标均实现良好
开局。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国第16位
1—2 月份，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下同）同比增长 5.7%，增速比
2024 年全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16 位。其中，项
目投资同比增长 7.4%，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长 1.5%。

工业投资保持高位增长，1—2 月份，
陕西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0.5%，高于全
部投资 24.8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7.9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同
比增长 39.4%，增速较 2024 年全年提高
26.1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6.6个百
分点；采矿业投资增长 18.6%，增速较去年
全年提高8.8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6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12.1%，增速较去年全
年有所回落，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7个百分
点。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技改投资增
势强劲，1—2 月份同比增长 40.6%。工业
投资到位资金支撑有力，1—2月份同比增
长 49.6%。工业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1120
个，项目个数同比增长 10.3%，亿元以上项
目完成投资增长28.0%。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居全国第8位
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正增长态势，在

保回迁项目建设逐步提速的带动下，陕西
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回升。1—2月
份，陕西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5%，
增速较2024年全年提高1.0个百分点，增速
位居全国第8位；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持续
收窄，同比下降0.2%，降幅较2024年全年收
窄8.3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到位资金
支撑有力，同比增长8.2%。

民营企业投资较快增长
设备购置投资带动作用增强，大规模

设备更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设备工器具
购置投资快速增长。1—2月份，陕西省设
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58.2%，增速
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52.5个百分点，对全部
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83.2%，拉动陕西省
投资增长4.8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民间投资政
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民营企业投资整体
保持较快增长。1—2月份，陕西省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18.1%，增速较 2024 年全年提
高11.2个百分点，拉动陕西省投资增长7.5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49.7%，增速较 2024 年全年提高 37.4 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民间投资下降 2.8%，增速
回落 17.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
下降 2.4%，降幅收窄 6.0 个百分点。剔除
房地产开发的项目，民间投资增长 31.2%，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民间投资本年到位资
金同比增长33.1%。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创新驱动
发展成效显现，新动能加快塑造，高技术产
业投资显现良好增长势头。1—2月份，陕
西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9%，增速
高于全部投资1.2个百分点。

（资料提供：文中相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