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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AI产业迎来“iPhone时刻”，算力需求正在持续释放，以AI服务器核心零部件GPU（图像

处理器、加速芯片）代表的供给端走俏，其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而在AI芯片GPU市场占据绝对

优势的英伟达也赚得盆满钵满。

AI“大行其道”英伟达“坐享其成” C1

GPU大赚

数据显示，心理健康市场未来预估会有30倍以上的成长空间，目前市场上每年新增心理机

构平均增速在40%以上，2020年我国新增心理机构15955家，2021年则新增心理机构

18844家。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之困：需求量大人才少 D1

心理市场

央行近日发布的《2023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4609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减少1.2万亿元。

万亿存款“搬家”背后 B1

万亿“搬家”

B3多地部署“转型金融”
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财务公司支持实体经济安徽样本：
降本增效 赋能产业拓展“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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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利率持续下行 居民理财变奏

营商环境 B1~B16

模式创新在途
互联网+保险面临关键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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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鹤壁“低价房”背后：
一煤独大成过去 多业并举格局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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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城”
西安GDP增速领跑万亿城市

B10

合理降低服务费用
房产中介行业新规出台

B11

达安基因（002030.SZ）、热景生物（688068.SH）2023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下滑超90%，东方

生物（688298.SH）、硕世生物（688298.SH）等公司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

“偶发”高增长后 体外诊断企业业绩波动大 B14

“体诊”下滑

如何把握ChatGPT风口？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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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率先打破“增收不增利”魔咒
造车新势力格局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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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辆非RDE车型迎半年销售过渡期
或助力行业终端价格秩序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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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放手”
广告界“老将”出任推特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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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旺季到来 细分赛道迎“争夺战” D2

“宠物经济”风潮吹向酒店业
携宠入住背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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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性看待北上广深常住人口负增长
近期，各地 2022 年人口数据

陆续揭晓。其中，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均

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引发了诸多关

注和讨论。

众所周知，被称为一线城市的

北上广深，在综合实力方面毋庸置

疑位于中国城市的塔尖。在人口

吸引力上，也更是首屈一指。比

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深圳、广州的常住人口较十年

前“六普”时分别增加了713万人

和597万人，高居全国前二；北京、

上海也分别增加了 200 万人左

右。这在事实上证伪了过去一段

时间里时有出现的“逃离北上广”

的声音。

但近年来，四大一线城市的常

住人口增幅明显放缓，的确是事

实。直至2022年出现集体负增长

现象，更是历史上首次。由此，一

些质疑纷至沓来：一线城市是否真

的不香了？北上广深还是值得向

往的理想之城吗？未来，北上广深

还能够保持人口增长吗？其实，这

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任何

的单一归因都难免失之偏颇。

应该看到，受疫情影响，2022

年这个时间点，本身非常特殊。一

线城市在2022年普遍受疫情冲击

较大，再加之外来常住人口占比较

高，人口的流出幅度自然相对更明

显。因此，单从2022年这个时间

点来观察未来一线城市的人口变

化趋势，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广

州相关部门也明确回应，2022年常

住人口减少，与疫情叠加春节的影

响有很大关系。可作为说明的是，

已有信息表明，春节过后，广州、北

京、上海、深圳均位居全国人口热

门迁入城市前列。可以预期，随着

疫情影响解除，一线城市在今年料

将迎来不同程度的人口回流。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四大

一线城市在2022年集体出现人口

负增长，但就各城市的具体情况来

看，又有较大差异。比如，北京、上

海的常住人口早就突破 2000 万

人，人口增速放缓乃至负增长，在

数年前就已开始出现。抛开过去

几年的特殊背景，这主要还是与对

人口总量的主动控制有关。如北

京是全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减量”

发展的城市，近年来在疏解非首都

功能上已取得明显进展。未来随

着相关疏解工作继续推进，不排除

常住人口仍会有所下降。此外，常

住人口接近 2000 万人的深圳，

2021 年以来也开始收紧落户政

策。由此可见，一线城市人口发展

态势的变化，不能忽视主动为之的

因素。

当然，这同样与人口大背景的

变化息息相关。2022年末，我国人

口比上年年末减少85万人，为数

十年来首次，人口发展进入新阶

段。正如《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的

文章《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

口发展新形势》所分析的，我国总

人口增速明显放缓，生育水平持续

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少子老龄

化”将成为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

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

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换

言之，在总的人口发展阶段发生变

化之后，各区域的人口增速放缓乃

至负增长，有其必然性因素在起作

用。观察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发

展表现，同样不能撇开这层大的宏

观背景。

进一步言之，一线城市人口发

展的变化背后，还与两个大的趋势

有关。一方面，人口的区域协调发

展在增强。应该看到，在近年来一

线城市人口增速趋缓的另一面，越

来越多的省会城市，正成为吸纳人

口的“高地”。比如，2022年人口增

量超过10万人的6个城市，均为省

会城市。并且，其中有5个是中西

部地区。这与近几年来越来越多

省份提出的“强省会”战略及内陆

城市产业基础的不断增强，形成了

呼应。此变化之于区域平衡发展

来说，已然是个积极信号。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人口

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的阶段。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

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二十

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

调，要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

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

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

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

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

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

化。这是因为，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

量发展，必须要建立在更高质量的

人力资源基础之上。在这方面，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速度更快、创新发

展能力更强的一线城市，自然要走

在前列。据此可以说，一线城市人

口总量增势的变化过程，也未尝不

是人力资源重新洗牌，更加注重挖

掘人才红利的过程。

总之，一线城市在 2022 年集

体出现人口负增长，既要看到背后

的偶然因素，也要将它与我国人口

发展的新形势结合起来。相应地，

如何积极应对这种人口发展新形

势，初尝人口负增长的一线城市，

或可作出积极的探索和示范。

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地方优惠补贴或将取消 A2

沈鼓集团戴继双：专注自主创新 从跟跑迈向领跑

沈鼓集团是中国装备制

造业的战略型、领军型企业，

主要为石油、化工、天然气、电

力、国防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

的重大工程提供大型离心压

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

型核泵等“工业心脏”的高端

装备研发设计、制造和全生命

周期服务业务。

近年来，沈鼓集团抓住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和沈阳区域综改

契机，提升了改革综合成效，连续

打破国际垄断，为我国能源与化

工行业装上了“中国芯”。2022

年，集团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

高，相比改革前利润总额增长9

倍，净资产收益率增长15倍，全

员劳动生产率增长33.5%。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沈鼓

集 团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研 发 投

入。“我们坚持创新驱动战略，

常年保持6%以上的研发投入，

建立了‘两站四院五中心’的

联合创新体系，拥有1300多名

工程技术人员的国内顶尖研

发设计团队。建设了国家级

技术中心、国家能源大型透平

压缩机组研发（实验）中心等

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22

个，累计拥有2397项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和专有技术，承担市

级以上科研项目 366 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 100 项；获得市级

以 上 各 类 科 技 荣 誉 和 奖 励

145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12项，有力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沈鼓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CEO戴

继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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