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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赋能提质升级

【镜头】上海引导电商平台联合老字号品

牌和网络新消费品牌，举办“虎年”特色产品

首发活动；福建打造“福茶”“福酒”“闽菜馆”

等“福”字号消费品牌；江苏举办“十百千”消

费促进活动，包括 10余场重点省级促消费活

动、百余场“一市一主题”特色品牌活动和千

余场商家促消费活动。

由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

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共同指导电商平

台及相关企业举办的“2022 全国网上年货

节”，打造线上节庆消费的提质升级版。这既

是春节期间保供应促消费的具体举措，也成

为顺应群众消费需求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的

重要着力点。

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一，近 10 年间已

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最终消费

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5.3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65.4%。“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44 万亿元，迈上新台阶。”宁吉喆表示，我国

有 14 亿多人口、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成为

我们构建国内强大市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立足之本。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实

施，国内大循环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

增强。

有专家认为，消费更多通过人与人的接

触实现。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线下

直接接触受限，造成实物商品销售、餐饮住宿

等服务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在此背景下，依托互联网“不见面的消

费”逐步发展壮大。随着 5G、VR 等新技术的

发展，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幕在即，刚刚上

线的“2022 北京冰雪消费地图”，为市民冬季

出游提供数字化服务。冰雪消费节、冰雪旅

游精品线路、冰雪嘉年华等活动相继启动，给

冬日的消费市场注入阵阵暖流。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2 年 中 国 经 济 预 测 报 告》显 示 ，随 着 国

民 经 济 的 日 益 回 暖 、国 内 应 急 防 范 能 力 的

提高、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改善、线下消费

场 景 的 不 断 放 开 ，叠 加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出 台

的 各 项 促 消 费 政 策 提 振 市 场 ，国 内 消 费 市

场 有 望 得 到 明 显 改 善 。 预 计 2022 年 ，我 国

最 终 消 费 将 保 持 增 长 势 头 ，同 比 名 义 增 速

为 5.4%至 7.0%，持 续 成 为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主要动力。

扩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开工“补短板”

【镜头】科创新城、影视硅谷超高清科技

创新园、绿色氢能产业功能区……1月 21日，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涉及项目 30 个，总投资 108 亿元，是郫都

区近年来集中开工最早的一次。

2022 年元旦刚过，我国多个地区的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在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等

重点领域，谋划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其中，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基建，成为重要发力

点。日前发布的《2022 年上海市扩大有效投

资稳定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上海

将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推进港

区、航道、铁路、水利、地下管线等工程。同

时，积极布局以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

端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

投资与消费共同构成拉动经济增长的

内 需 动 力 。 2021 年 ，我 国 投 资 保 持 恢 复 态

势，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拉动

经济增长 1.1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

投资两年平均增长 13.8%，比全部投资快 9.9

个百分点。

今 年 以 来 ，多 地 投 资 规 模 力 度 明 显 加

大，河南、安徽等地均提出投资增长 10%及

以上的目标。专家认为，2022 年，固定资产

投资仍将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成为主

要 推 动 力 ，共 同 支 撑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平 稳 增

长。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宁吉喆表示，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仍有许多薄弱

环节，农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居民

的 1/5 左右，补短板投资空间广阔。

“ 十 四 五 ”规 划 明 确 了 我 国 5 年 间 的 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蓝图”。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交通强国建设工程、全民健康保障

工程、教育提质扩容工程等 102 项重大工程

项目，兼顾“国家大事”和“关键小事”，为我

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供重要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投资”，近期各省市纷纷落实相应举

措。“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快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节奏，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快下

达进度，‘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102 项重点项

目陆续启动，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重

大交通水利等项目有序建设。”宁吉喆介绍，

同时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推

动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

稳外贸——

货物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

【镜头】湖南怀化的冰糖橙，娄底的小农

机，三一重工生产的工程机械——1 月 6 日，

搭载着来自各地货物的中老铁路（怀化—万

象）国际货运列车鸣响汽笛，从怀化国际陆港

徐徐驶出。这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生效后，从湖南开往东盟的首列

国际货运班列。

今年 1月 1日零时起，RCEP正式生效，全

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贵州、江西、广

西等省区均开通国际货运班列，既能享受到

RCEP 带来的零关税优惠，又能体验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带来的集拼集运便利模式，大幅降

低进出口贸易成本。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显现，内需扩大拉动

了进口；产业体系健全、生产能力稳定的优势

得到发挥，外需拓展促进了出口。”2021 年，我

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再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 6

万亿美元，进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21.5%、

21.2%。内需与外需的相互结合，推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是

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

展的重要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国跨境电商发挥在线营销、在线交易、无接触

交付等优势，积极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的新优势，进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春节临近，越来越火热的消费市场上，除

了来自海外的“进口年货”，产自国内的商品

也“飘洋过海”出口至海外，将中国的“年味”

传递到全球各地。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

近年间，我国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

（B2B）出口监管改革措施。2021 年 7 月 1 日

起，在全国海关适用 B2B 直接出口、跨境电商

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助力企业更好开拓国

际市场。

“随着各国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对

吸引投资的竞争也会愈发激烈，我国依然面

临着较为严峻的引资形势。”相关专家认为，

同时，中国经济恢复势头良好，不断扩大开

放、优化营商环境，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

方面具有综合竞争优势。“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继续为稳外贸提供有力

支撑。”

中国经济的“稳”与“进”
—从“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看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本报记者 佟欣雨

8.1%——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突破 114万亿元，同比增长 8.1%。我国经济持续稳

定恢复，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交出一份超出预期的答卷。

“经济增长的动能，从供给方面衡量，就是三次

产业；从需求方面衡量，就是‘三驾马车’。”日前召

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

示，2021年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消

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力，畅通经济内外循

环，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运行处于爬坡过

坎的关口。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消息

稿中出现 25个“稳”字，确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的宏观政策主基调。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有利条件没有变，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

断涌现。”宁吉喆强调，下一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

能不仅来自需求“三驾马车”的拉动，而且来自供给

的推动；不仅来自内需的扩大，而且来自外需的拓

展；不仅来自消费的增长，而且来自投资的发展；不

仅来自改革的推进，而且来自创新的带动。“我国有

信心、有底气，也有能力、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铁山寺滑雪场举行“欢乐迎冬奥”雪地趣味运动会，百余名冰雪爱好

者参加了雪地拔河、雪地竞速、雪地足球等项目的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墨玉县曾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近年来，当地将招

商引资作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墨玉县产城融合园已入

驻企业 17家，带动就业超过 3000人。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甘肃省政协委员

建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
产业工人队伍

在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上，有委员提出，近年来，以快递员、外卖配

送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群体数量大幅增长，已成为城镇新增劳

动力的主体。但是，很多劳动者没有被纳入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范围，工作生活条件较为

艰苦。

对此，建议各级政府教育、人力资源和

行业主管部门，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

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给予补

贴鼓励；对愿意在城镇安家落户的，纳入廉

租房、安居房保障群体，尽可能给予扶持帮

助。

江苏省人大会议

通过地方立法推动高质量就业

1 月 23 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江苏省就业促进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就业歧视问题，《条

例》设立公平就业专章。特别是针对司法救

济成本高、耗时长的问题，在法律责任部分赋

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执法权。面对

就业重点群体的不断变化，《条例》将就业援

助的帮扶对象从就业困难人员，扩大到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被征地农民、退捕渔民、零

就业家庭、残疾人等群体。

（综合各媒体报道）

地方两会就业“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