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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年首批5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PMI重回扩张区间 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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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代化、城市更新和惠民生

“重大项目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
手。”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强调，“北京坚
持早安排、早启动、早见效，在重点区域、重点
领域安排50个投资体量较大、 具有一定影响
力、区域带动性强、示范效应明显的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建设，力保一季度投资开好局，持续
发挥重大项目对全市投资的重要支撑和引导
带动作用。”

从项目类型上看， 本次50个重大项目聚
焦在四个方面。一是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开
工永丰数字科技中心、 北京奔驰纯电动车型
升级改造等12个高精尖产业项目。 二是聚焦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开工京唐城际铁路北
京隧道段、 第四使馆区配套道路等21个基础
设施项目。三是聚焦城市更新行动落地，开工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城市副中心老城地区主

次干路电力架空线入地等8个城市更新项目。
四是聚焦惠民生暖民心实事， 开工昌平回天
地区清华大学附小二期、 朝阳区孙河组团配
套学校等9个民生改善项目。

“预计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塑
造城市格局、 提升城市品质和百姓获得感，
助力增强城市发展后劲和活力。”前述负责人
表示。

在消费者感受较为直观的商圈建设上，
当天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王府井
集团喜悦购物中心便是北京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 王府井喜悦项目改
造也是本次50个重大项目之一， 总投资额
超2亿元， 预计2023年7月底完工，9月底具备
开业条件。

王府井集团常务副总裁周晴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府井喜悦项目改造
以满足新生代客群对消费升级的需求为目
标，以“艺术+文化+科技”为媒介，通过多元跨

界玩法、创新业态和“新国潮”文化相融合的
消费动能，打造现象级北京潮流文化新地标，
助推王府井大街及城市更新发展， 助力北京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10亿级大项目向发展新区倾斜

值得一提的是，总投资约486亿元的50个
重大项目中，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有12个、
总投资超420亿元，重“大”项目引领表现得尤
为明显。

在区域分布上，12个超10亿元的项目海
淀区3个、顺义区3个、通州区3个、朝阳区1个、
跨区2个；在项目类型上，高精尖产业项目数
量占据半壁江山， 共有包括永丰数字科技中
心、2023年5G基站建设项目（打捆）、环保园D
区驭智产业用地项目等5个高精尖产业项目，
总投资约128.34亿元， 另有房地产项目4个、
交通项目2个和城市更新项目1个。

总投资79.9亿元、位居高精尖产业项目投
资第一的永丰数字科技中心是本轮开工项目
的亮点。 海淀区永丰数字科技中心项目负责
人告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项目定位为海淀
北部大信息科技产业中心， 将根植于“硬科
技”产业基础的创新功能，建成后与科学城北
区其他主题园区联动协作， 形成分布式科技
园格局， 为高精尖产业在海淀北部发展提供
新的支撑。

“从地区分布看，本次投入的12个超10亿
元项目透露出许多积极信号。”北京市社会科
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陆小成向北京商
报记者分析称，大部分项目落在发展新区，特
别是顺义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区、昌平
区等， 表明首都投资发展的重点已经从核心
区或中心城区不断拓展到发展新区， 有利于
进一步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城市功能，
进一步推动发展新区和周边欠发达区域的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促进区域相对

均衡发展。
投资大头瞄准高精尖产业， 则主要是由

北京城市定位决定的。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
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表示， 一是紧密围绕北京
政治、文化、交往、科技“四个中心”的目标定
位，其中“科技中心”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主动
力；二是坚持“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 三是集中体现了扩大内需的投资与消
费的两个重点；四是强调了带动扩大“有效”
投资、强调了“三早”（早安排、早启动、早见
效）。

一季度160项重大项目将开工

“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
年，强信心、扩内需、促改革，需要更好更有效
地做好投资工作。”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强调，“为扩大有效投资拓展更大空间。 全市
重大项目储备接续有力有序， 一批总投资超
百亿的高精尖产业重大项目将陆续落地实
施，对投资平稳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北京商报记者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了解
到，在抓好这50个重大项目开工的同时，北京
市今年将坚持按季度压茬推动160项市区重
大项目开工建设。

目前，一季度计划开工160项市区重大项
目已梳理完毕， 除当天集中开工的50个项目
外，2、3月计划开工项目110个， 总投资近
2200亿元。 其中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有
13个、总投资超2020亿元，包括京东方第六代
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线、2023年保障性
住房项目（打捆）等2个总投资超百亿元的重
大项目。

此外，还包括北建院总部、美锦氢能总部
基地一期、 奕斯伟物联网芯片技术改造提升
等高精尖产业项目， 首钢一烧结车间恢复性
重建、朝外大街综合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亮
甲店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幼儿园新建项目、五
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项目，全
球舞台剧创研与版权交易中心、 中国杂技艺
术中心等文化领域项目， 温榆河公园朝阳段
二期、 八大处公园景观提升等大尺度绿化项
目，永旺110kV输变电工程、碧水再生水厂热
泵供热供冷一期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

“各区、 各部门将加大协调服务力度，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这些市区重大项目的开工
建设， 将为一季度全市投资平稳开局提供有
力支撑。”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2023
年北京将牢牢抓住市重点工程牛鼻子，继续
发挥市重点工程品牌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
集中推进100个重大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
业项目、10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100个
重大民生改善项目， 对全市投资支撑比例将
保持在三成以上， 以重大项目带动扩大有效
投资。”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12个超10亿元的项目

海淀区3个

顺义区3个

通州区3个

跨区2个

79.9亿元

永丰数字科技中心

20亿元

2023年5G基站建设项目
（打捆）

90亿元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打捆）

70.31亿元

HD00-0403街区永丰产业基地
（新）F2地块HD00-0403-0019、
0018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

16.26亿元

环保园D区驭智产业用地项目

制造业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2023年第一个月，制造业PMI五大分类指
数悉数上升。 其中生产指数为49.8%（较上
月+5.2%），新订单指数为50.9%（较上月+7%），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9.6%（较上月+2.5%），从
业人员指数为47.7%（较上月+2.9%）， 供应商
配送时间指数为47.6%（较上月+7.5%）。

“制造业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指

出，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8%和
50.9%，高于上月5.2个和7个百分点，制造业
产需景气水平明显回暖， 但受春节假日因素
影响，生产改善力度小于市场需求。

从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医药、通
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9个行业的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其
中医药制造业产需增长明显， 两个指数均升
至65%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市场情况传导至企业本身， 企业信心明
显增强。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6%，高

于上月3.7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企业
对近期市场恢复发展预期向好。从行业看，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 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至60%以上高位景
气区间，企业对行业发展信心增强。

服务业结束6个月回落走势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中， 春节假日消费市
场回暖，服务业成最大亮点。1月，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4%， 结束连续6个月回落走势，
升至扩张区间。

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21个行业中， 有15
个位于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
邮政、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同时前期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
活动指数均高于上月24个百分点以上， 重返
扩张区间。

“这表明居民消费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活
跃度回升。”赵庆河分析称，从需求看，新订
单指数为51.6%，高于上月14.2个百分点，升

至扩张区间， 服务业恢复发展动能有所增
强。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4.3%，
高于上月12个百分点，升至近期高点，企业
预期向好。

“服务业的大幅好转，主要同疫情冲击
消退有关。”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彬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表示，根据百度搜索
指数，去年12月17日“发热”搜索量为阶段
高点，今年1月之后已回落至正常区间，显示
出疫情已经见顶回落，经济社会运行逐渐趋
于正常化。

扩大需求仍是未来关键

“1月采购经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反映
出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与2022年12月相比
发生明显积极变化。 但同时也要看到，1月反
映市场需求不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仍然
较多， 市场需求不足仍是当前企业生产经营
面临的首要问题， 我国经济恢复发展基础需
进一步巩固。”赵庆河表示。

就赵庆河提到的需要巩固的经济恢复发

展基础，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
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认为， 一是
经济社会秩序，包括整体物资的运转秩序、供
求秩序， 需要将前几年受国内外众多黑天鹅
事件影响的各种秩序恢复正常； 二是产业链
安全， 尤其是国内几条核心产业链如高端制
造业、服务业、金融和农业等，保障这些产业
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零部件安全可控；三
是市场信心的恢复， 这有赖于各种方针政策
的延续。

市场需求不足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
题。王鹏建议，在扩内需上，一要贯彻落实此
前中央到地方扩内需的各种规划和指导意
见，二要联合各种企业、平台，发消费券、办各
种活动来拓宽消费场景；在稳外需上，一要练
内功，提高产品性价比和竞争力，二要加强自
主研发，向全球产业链上游推移，提高在价值
链上的地位。

“春节后各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后续将
产生很多实际需求， 使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企
业获得更多订单。”王鹏称。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27.36亿元

东 小 马 土 地 一 级 开 发 项 目
FZX-0306-6007、6008地块R2二
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38.44亿元

顺 义 新 城 第 1 街 区
SY00-0001-0320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项目

18.44亿元

北京奔驰F294纯电
动车型升级改造项目

14.08亿元

京唐城际铁路北京隧道段

10亿元

益生祥明科技产业园

朝阳区1个

16.57亿元

第四使馆区配套道路

26.8亿元

顺义新城第 5街区
SY00-0005-6021、
6024、6033、6035 地
块二类居住用地 、
6034地块托幼用地
建设项目

连续3个月运行在枯荣线之下后， 三大指数重回扩张区间。1月3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4.4%和52.9%，

高于上月3.1个、12.8个和10.3个百分点， 三大指标均回升至去年7月以

来最高水平，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 市场需求不足仍是当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

首要问题，我国经济恢复发展基础需进一步巩固。

永丰数字科技中心、 京唐城际铁路北京

隧道段、2023年5G基站建设项目（打捆）……

1月31日，北京举行2023年第一批50个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北京商报记者从现场获悉，

此次集中开工的5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486

亿元。突出重“大”项目引领，其中投资超过10

亿元的项目有12个、总投资超420亿元。突出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其中社会投资项目22个、

占比超四成，总投资超340亿元。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从地区分布看，本次

投入的12个超10亿元项目透露出首都投资发

展的重点已经从核心区或中心城区不断拓展

到发展新区；从项目类型看，高精尖产业项目

依然占据半壁江山，是北京今后发展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