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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中国证券报》10 日刊发文章
《“一顿饭”“一杯酒”乐见消费又逢春》。文章称，临近春节
这一传统节日，年夜饭预订走俏，干果粮油等年货销售额逐
渐增加，线上线下消费双双活跃。专家表示，在多重有利因
素促进下，消费回暖趋势明显。

年夜饭预订火爆

“昨天推出年夜饭套餐，今天就订出去5桌，大多是2000
元左右的套餐。”在上海嘉定区的味天下食府，店主韩珺琳
在结束与订餐客人的通话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最近大
家身体逐步恢复，餐馆人气又旺起来，我们开启年夜饭预
订，订单量比预想的好多了。”

一顿年夜饭，千年团圆味。年夜饭，不仅是舌尖上
的年文化，还是餐饮行业的重头戏。春节越来越近，在
年夜饭预订方面，一些餐饮业主已嗅到春的味道。

“有些老客人说，这两天他们打电话给几家常去的餐
厅，不是除夕当天已订满，就是剩下的包厢比较小，家里人
多坐不下。”韩珺琳估计，这两天年夜饭就会全部订满。

在北京，除夕当天的酒店包间已“一厢难求”。“包间全
部预订出去了，大厅还有几张桌子。”北京同和居银泰百货
店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有餐饮业者说，终于等来了“团圆年”，这轮年夜饭预订
开了餐饮业今年的好头，盼望舌尖上的生意重新热起来、火
起来。

除了餐馆里的年夜饭预订，预制菜正越来越多地走上寻
常百姓家的春节餐桌。“我和家人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研究
厨艺，自己掌勺没底气，父母年龄大了，不希望他们辛苦操持，
所以我们计划多订些预制菜，除夕晚上加热一下装盘就可以
吃了。”在北京工作的沈涛说，“这几天，先买了一些品种试吃，
感觉味道还不错，拿得出手，‘方案’有可行性。”

选择预制菜作为年夜饭的家庭并不少，一些老牌餐饮
企业纷纷把招牌菜做成预制菜，联合电商平台开辟“年夜饭
预制菜”购买专区。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推出“小白也能做
大餐”专题，除了川式东坡肘子、海南椰子鸡、闽菜佛跳墙等
中国传统菜品，更有来自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珍馐。

某生鲜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近期预制菜销量大幅增
长。平台联合各地知名餐厅推出的“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
列一周内订出8000桌。

酒水消费迎旺季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是白酒消费旺季，走亲访友的
赠礼、亲朋欢聚的饭局都需要白酒担当重要角色。今年春
节不同于前两年，防控政策优化对接触型消费恢复构成重
大利好，白酒消费自然将受到提振。

A 股市场上，2022 年 11 月以来，白酒股表现强劲，成为

消费板块修复行情中名副其实的“先头部队”。
“最近每天我都定好闹钟抢茅台，春节家里人肯定是要

喝酒热闹热闹的。今年好不容易回家过年，想喝点儿好的。”
在北京3年没回家过年的赵嘉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拼的
是手速、网速，我下载了辅助抢购小程序。朋友告诉我，平时
就难买，快过年了，需求量更大，我抢了4天还没抢到。”

“每年春节前酒水饮料销售都会出现一个小高潮。”北
京朝阳区一家烟酒行的店员表示，“最近店里客人明显增
多，主要是买酒的。对于热销商品，我们会多补货。”

中金公司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消费场景正快速
恢复，白酒需求恢复是大方向。

消费回暖“酒”先知。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
示，伴随消费场景恢复、生活回归常态，预计 2023年二季度
消费将出现明显反弹。前期下滑幅度较大的服务消费修复
弹性更高，接触型服务消费将明显改善。

线上线下形成联动

“很久没有回家过年了，今年能过个团圆年，很激动！
要拜访的亲戚不少，要准备的东西很多，有给家里老人的保
健品，给女士的护肤品，还有给小朋友的玩具糖果。”在北京
亦庄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里，李洁一边往购物车里放选好
的商品，一边说。

在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下，京东近日联合数万家实体门
店开启 2023 同城年货节，携手物美、京客隆、超市发、便利
蜂、屈臣氏、京八珍等数万家本地门店打造“超级京城”同城
年货节活动。

随着“90后”“95后”等年轻消费群体加入年货采购大军，
线上置办年货成为近年来的一大趋势。1月6日，京东小时购
发布2023年货即时消费趋势洞察，“线上下单、年货1小时内送
到家”的即时零售成为年货消费新主流。

“一方面，更多消费者习惯并喜爱用‘小时达’的方式买年
货，解放双手，省心便捷；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全国的商家品牌
在年货节期间推出大量优惠活动，选出更具性价比的商品，进
一步拉动了消费热情。”京东小时购营销相关负责人表示，年
货节开展以来，全国范围内异地订单同比增长170%，购买较
多的商品包括手机、车厘子、白酒、粮油、牛奶等。

商务部日前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指导开展“2023全国网
上年货节”。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
前 5 天（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 日）网络零售额
2080亿元，比上届同期增长4.7%。其中，年货礼盒、健康滋补
用品、进口生鲜食品等销量增长较快。

“‘仪式感跨年’释放的新消费需求，通过线上互联网平
台的连接，可以有效匹配丰富的优质供给，拉动本地、异地
消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旅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若山
表示，伴随各地促消费政策加速落地显效，线上线下营销手
段不断改进，2023年消费市场有望持续回暖。

“一顿饭”“一杯酒”乐见消费又逢春

1 月 10 日，
兆瓦级漂浮式波
浪能发电装置开
展下水调试（无
人机照片）。

当日，兆瓦
级漂浮式波浪能
发电装置在广东
东莞开展下水调
试。该装置平面
面积超 3500 平
方米，包括了发
电平台、液压系
统、发电系统、监
控系统、锚泊系
统等部件，通过
三级能量转换将
波浪能变成绿色
电能，在满负荷
的条件下，每天
可产生2.4万度
电。

新 华 社 记
者 黄国保摄

广东东莞：

兆瓦级漂浮式波浪能发电装置开展下水调试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10 日表示，保持
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金融对
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做好对基建
投资、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发
展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保持房地产融
资平稳有序，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当日联合召开主
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落实金
融支持稳增长有关工作。根据会议要求，
各主要银行要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适
度靠前发力，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有
力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
弱环节。要及时跟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配套融资，延续发挥好设备更新改造专
项再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合力，力争形成
更多实物工作量。要继续用好碳减排支持
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用好普惠小微贷
款支持工具等优惠政策，全力支持重点医
疗物资生产保供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

会议明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
式平稳过渡。要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
企风险，实施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
划，聚焦专注主业、合规经营、资质良好、具
有一定系统重要性的优质房企，开展“资产
激活”“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
四项行动，综合施策改善优质房企经营性
和融资性现金流，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
表回归安全区间。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两部门要求运用
好保交楼专项借款、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等政策工具，积极提供配套融资支持，维护
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要落实好 16 条金
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
施，用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
二支箭”），保持房企信贷、债券等融资渠道
稳定，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要因城施
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更好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住房租赁金
融支持，做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金融服
务，推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两部门：
保持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吴雨）中
国人民银行 10 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
示，2022年全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
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

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住
户贷款增加 3.83 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
款增加17.0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11.06万亿元。2022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
贷款余额 213.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
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低0.5个百分点。

另外，2022 年全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
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2022年12月末，我国广
义货币（M2）余额 266.43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高 2.8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7.17万亿元，同比增长3.7%，增速比上月末
低0.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6689亿元。2022年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44.21 万亿元，同
比增长9.6%。

2022年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21.31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