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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7日电 （记者韩鑫）记

者从工信部获悉：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2022 年

第 13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批准《信息化和

工业化融合数字化转型价值效益参考模型》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供应链数字

化管理指南》等 4 项两化融合国家标准正式

发布。

据测算，我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较 2015
年提升 28个百分点，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和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5 年内分别增加 6.7、
13.2和 11个百分点，有效实现产业链数字化

协同的企业比例约 13%，制造业重点行业产

业链供应链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显著

增强，两化融合已步入强化应用、加速创新、

引领变革的深层次发展阶段。

据悉，下一步，工信部将指导相关单位，

服务好企业不断增长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推

动两化深度融合，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

4项两化融合国家标准发布
有效实现产业链数字化协同的企业比例约13%

本报北京 10月 27日电 （记者罗珊珊）

27 日，记者从商务部获悉：1—9 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 10037.6 亿元人民币，按可

比口径同比增长 15.6%。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414.3亿元人民币，增长 6.7%。高技术产业实

际使用外资增长 32.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

长 48.6%，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27.9%。

从来源地看，德国、韩国、日本、英国实

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114.3%、90.7%、39.5%

和 22.3%。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13.3%、34.8%和 33%。

对外投资合作方面，1—9月，我国对外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 5671.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5%。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3.2亿

美元，同比增长 26.7%；流向制造业、批发和零

售业、建筑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占同期总额的 18.2%。

前9月实际使用外资超万亿元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48.6%

本报北京 10月 27日电 （记者刘温馨）生态环境部 27 日

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2 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经初步核算，2021 年全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降低 3.8%，比 2005 年累计下降

50.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6.6%，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6.35 亿千瓦，单位 GDP 煤炭消耗

显著降低，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连续 30 年实现“双增长”。

《报告》指出，2021 年以来，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进

一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力有

序有效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已建立起碳

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制定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战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国家适应气

候变化战略。

2021 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截至 2022年 10月 2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1.96亿吨，累计成交额达 85.8亿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介绍，总的来看，经

过第一个履约周期的建设和运行，全国碳市场已经建立起基

本的框架制度，打通了各关键流程环节，初步发挥了碳价发现

机制作用，有效提升了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

型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了预期目标。

李高说，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重点从五个方面扎实推进

全国碳市场建设。一是健全全国碳市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

系。二是强化数据质量管理。三是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四

是进一步完善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的交易

管理办法和配套制度规范。五是加强市场主体能力建设。

《报告》还阐述了中方关于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的基本立场和主

张。《报告》指出，COP27 将是气候多边进程的重要会议。中

方愿全力支持 COP27 主席国埃及举办一届成功的缔约方会

议，期待与各方一道将 COP27 打造成为以“落实”为主题，以

适应和资金为成果亮点的一次大会。

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达85.8亿元
去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降低3.8%

本报北京 10 月 27 日电 （记者陆

娅楠）国家统计局 10 月 27 日公布，1 至 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8.2%，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企

业利润同比下降 2.3%。从当月看，随着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发力显

效，工业经济加快恢复，企业效益逐步

好转，9 月份工业企业利润降幅较上月

收窄 6.0 个百分点，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有 23 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或减

亏，其中 14 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及以上增

长；有 25 个行业利润增速较上月加快或

降幅收窄、由降转增，占比超六成。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

虹介绍，前 9 月，工业企业利润行业结构

不断改善。1 至 9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

同 比 增 长 0.6%，今 年 以 来 首 次 由 降 转

增，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

1 至 8 月份回升 0.8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

业 利 润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的 比 重 为

31.5%，较年初提高约 6.4 个百分点。前

9 月，汽车制造业利润虽同比下降 1.9%，

但在产业链供应链修复、新能源汽车生

产增长等因素带动下，降幅收窄 5.4 个

百 分 点 ，其 中 9 月 份 当 月 利 润 增 长

4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利润明显回升。1 至 9 月份，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同比增长

4.9%，今年以来首次由降转增，拉动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较 1至 8月份回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电力行业受用电需

求增长、煤炭价格涨幅回落等因素带动，

利润同比增长 11.4%，扭转了持续一年多

的下降局面。

采矿业利润保持较高增速。受大

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等因素影响，采矿

业年初以来累计实现利润较多，利润增

速保持较高水平。 1 至 9 月份，采矿业

利润同比增长 76.0%。其中，煤炭采选

业利润增长 88.8%；油气开采业利润增长 1.12 倍，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

分企业类型看，私营、外资企业利润降幅收窄，中小企业利

润增长加快。1 至 9 月份，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

业利润继续保持增长，增速为 3.8%；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利润降幅较 1 至 8 月份分别收窄 0.2 和 2.7 个百分点；中

小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增速加快 0.6 个百分点。

“总体看，工业企业效益延续恢复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仍在下降，企业成本水平仍然较高，部分行业和

企业生产经营还存在一定困难，加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趋严

峻复杂，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面临风险挑战。”朱虹表示，下一

步，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

部署，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动稳经济系列政策措施持续显效，巩固

工业经济恢复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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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贾寨村的辣椒晾晒场上，农户们在晾晒辣椒。

近年来，甘州区立足区位资源优势，发展绿色蔬菜产业，形成反季节蔬菜、高原夏菜、加工蔬菜三大优势产业，蔬菜产业已成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 王 将摄（影像中国）

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上海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经受住了疫情冲

击的严峻考验，呈现出较强韧性和内生活

力。经过不懈努力，三季度以来，上海经济

加快恢复，主要指标表现好于预期，市场预

期逐步改善，发展信心不断增强，跑出了经

济恢复重振的加速度。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 ，前 三 季 度 ，上 海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30956.6 亿元、同比下降 1.4%，降幅较上半年

收窄 4.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上海经济运

行呈现“平稳开局、深度回落、快速反弹、持

续恢复”的 V 形反转走势。

第三季度各月，上海各主要经济数据均

为正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9%，

其中，9 月份工业总产值达到 4041.2 亿元，规

模再创历史新高；第三季度，全市进出口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6.6% ，前 三 季 度 累 计 增 长

5.6%。1—8 月实际使用外资 16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8.4%。下半年以来，上海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逐月回升，7—9 月同比分别增长

2%、12.1%和 23.4%。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表示，上海经

济快速反弹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原因，得益

于国家稳经济政策效应和国家战略引领作

用持续显现。今年以来，国家加大宏观政策

逆周期调节力度，从 6 方面出台 33 项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和 19 项接续政策措施。上

海全面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措施，于 3 月底、5
月底、9 月底先后制定出台抗疫助企“21 条”、

经济恢复重振“50 条”、稳增长“22 条”三轮政

策，以政策措施的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持

续释放政策的乘数效应、撬动效应和综合效

应。截至目前，上海市、区两级已出台相关

实施方案、申请指南、操作办法、行业指引等

政策细则 475 项，实行免申即享、线上办理、

精准推送等措施，确保各项政策高效直达市

场主体。据测算，目前三轮政策叠加实施，

已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超过 2400 亿元，预计

全年超过 3000 亿元。同时，国家战略引领效

应持续显现。浦东新区全力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前三季度浦东新区经济

增速高于全市 2 个百分点以上。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进入快车道，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加快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

度创新力度加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跑出加速度，前三季度固定

资产投资、规上工业总产值、税收分别同比

增长 42.6%、35%和 28.2%。

第二个原因，得益于上海市委、市政府

稳增长工作有力有效。针对疫情冲击，按照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全市各部门、各区切

实把稳增长放在突出位置，全力以赴推动加

快经济恢复重振，推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

和重点企业多做贡献。上海市政府定期召

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议，全力推进稳增长

目标和工作任务，策划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和

重大活动，举办“潮涌浦江”投资上海全球分

享季、“五五购物节”等活动，依托重大活动

强化招商工作，积极营造消费热点，提振投

资信心。

第三个原因，得益于各类市场主体勇于

克服困难，加快恢复生产。面对困难挑战，各

类企业全力复工复产复市，抢抓订单，开足马

力生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夯实

了全市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同时，深入开

展各级领导干部“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大

走访、大排查，切实帮助各类市场主体解决实

际问题。上海还积极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增强市场主体活力，9月份，全市日均新设

企业 2112 家，同比增长 8.2%，全市企业总数

达 271.7万家。前三季度，上海新认定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 46 家、外资研发中心 17 家，累计

分别达 877家和 523家。

与 此 同 时 ，上 海 持 续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加快释放新动能，对经济恢复重振产生

积极作用。上海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培

育新产业，抢占新赛道、拓展新空间、释放新

动能。前三季度，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 7.2%，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上升至 42.5%。其中，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产业分别增长 65.4%、13.8%和

5.8%。前三季度，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9%。

城市数字化转型引领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前

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6%，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1%。

在经济加速重振带动下，上海民生工作

持续改善。前三季度新增就业岗位 44 万个，

完成全年目标的 80%，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59472 元，同比增长 1%。截至 9 月

底，上海 30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1.5 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93.2%。中心城区

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历史性完成，一

批零星旧改项目加快启动。保障性租赁住

房加快建设筹措，前三季度完成 15.8 万套

（间），占全年目标的 91.6%。

“上海经济加快重振、实现 V 形反转走

势，既说明前期国家和上海市层面推出的一

系列稳经济政策取得成效，市场主体的信心

和预期进一步增强，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

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

记权衡说。

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逾3万亿元，主要指标表现好于预期

上海经济加快恢复展现韧性
本报记者 刘士安 谢卫群 季觉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