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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刘志

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22 年全

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

示：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以下简称“文

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 年营业收

入 超 过 16.5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1698
亿元，增长 1.0%。分行业类别看，新闻

信息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内容创

作生产、文化投资运营、文化传播渠道

等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 4.0%、

2.6%、2.4%、2.0%和 0.4%。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深入实施，以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

行业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2 年，文

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

类实现营业收入 50106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7%，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5.7 个

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

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 30.3%，占比

首次超过 30%，比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

点，有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结构优化。

利润实现平稳增长。2022 年，我国

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 12707 亿元，比

上年增加 341 亿元，增长 2.8%。部分效

益指标比上年有所好转，2022 年我国文

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7.7%，比上年

提高 0.2 个百分点。

文 化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有 效 提

升。2022 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152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4%；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R&D 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24%，

比上年提高 0.07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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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年营收超16.5万亿元
新业态行业快速发展，营收占比首超30%

新数据 新看点

东海之滨，上汽集团福建宁德生产

基地整车制造、一派繁忙；西溪河畔，九

牧厨卫南安智能工厂生产线实现自动

运行；五虎山下，东南汽车闽侯生产线

智能化改造加紧实施……行走八闽大

地，能够深刻感受到福建高质量发展的

步履坚实有力。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考 察 ，希 望 福 建

在 全 方 位 推 动

高质量发展上取

得新成效。牢记

总 书 记 嘱 托 ，福

建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 体 经 济 上 ，加

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加 快 推 动 制 造 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

位于福州市的东南（福建）汽车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内，设备吊装、

调试有序开展。公司总经理翁武泉介

绍：“生产线正在进行智能化改造，改造

后可同时生产 4 种车型，将显著提升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翁武泉的底气，不只来自 21 亿元

的改造投资，更来自订单规模的快速扩

大。“今年订单预计有较大幅度增长。”

翁武泉说，新款越野车型 6 月底开始试

生产，第四季度将实现量产上市。

智能化改造中，东南汽车的焊装车

间将安装 258 台机器人和 70 多台自动

搬运小车。“各工序通过传感器、摄像

头、网络等收集检核生产信息，确保不

合格零件不流入下一道工序。”翁武泉

介绍。

锚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的主攻方向，福建大力引入

新技术，助推产业插上智能化翅膀，转

型升级成效明显。

纺织服装是福建省四大支柱产业

之一，也是全省产值最先超万亿元的产

业。步入晋江市华宇铮蓥集团智能化

生产车间，上千台经编机高速运转，鲜

见纺织工人。“早在 2015 年，我们就利

用 5G 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开展

数智化升级。如今，每台经编机的运行

状态一目了然。一名工人过去只能负

责一两台机器，现在能负责近 20 台，生

产效率大幅提高。”集团执行总裁苏成

喻说。

目前，福建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关键

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率已达 64.7%，居全

国前列。与此同

时，福建大力推进

产业绿色发展，支

持企业节能改造，

全面开展能效领

跑 者 引 领 行 动 ，

2022 年能效水平

居全国前列。

在漳州市芗城区，三宝集团投入近

20 亿元用于超低排放改造及工艺提升，

较此前减排近 50%。“我们的平均吨钢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25 吨，大大低于长

流程钢厂的平均水平。”集团党委书记

林军介绍，公司采用废钢连续加料及预

热、余热发电、智能冶炼等先进技术，比

传统电炉节能 15%至 20%。

像三宝这样的国家级绿色工厂，福建

已有 161家。数据显示，2021至 2022年，

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累计下降 9.4%。 （下转第四版）

福建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
本报记者 蒋升阳 付 文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韩晓

明）国家副主席韩正 2 日在清华大学出

席第十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

夫，俄罗斯前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

夫、印尼前外长维拉尤达等外国前政

要、各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 400 余

人出席。

韩 正 表 示 ，面 对 国 际 形 势 深 刻

变 化，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

重大倡议，不断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强劲正能量。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安全，共谋全球发展繁荣，共倡文明交

流互鉴，共享人类发展、安全、文明成

果。韩正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支

持一切独立自主探索民主发展道路的

努力，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

径的探索。推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发

展进步，建设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美好世界。

二是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冲突。国

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应旗帜

鲜明地根据当事国需要和愿望劝和促

谈、斡旋调停，以对话建互信、以对话解

纷争、以对话促安全。

三是坚定维护践行多边主义。坚

持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

和政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

四是推动包容普惠互利共赢。共

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

阶段，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增进参与国

民众福祉，巩固世界和平的社会基础。

韩正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坚定不移地

做世界和平的倡导者、建设者和维护

者，愿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致力发

展的国家携手同行、和衷共济，走出一

条迈向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康庄大

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韩正出席第十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0天，4个城市，280场商业配对……

前不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

特别行政区首次联手组成招商推介代

表团，向国际市场释放琴澳一体化、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

珠海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诞生于澳门、成长于横琴，借此次招

商契机与一家葡萄牙企业签署合作协

议。“琴澳合作，收获巨大、商机无限。”

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周运贤说。

“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

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始终要

不忘初心，让这里充满创新发展活力，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每一步发展，都倾注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和殷切期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

横琴考察，多次就粤澳合作开发横琴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公布，为新形势下粤澳合作开发横

琴按下快进键。

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这条主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加快起笔着墨。

聚焦优势领域、细分产业，选准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主攻方向——

漫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创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2017 年 入 驻 产 业 园 后 ，澳 邦 制 药

（横琴）有限公司与园区科创企业合作，

利用先进制剂技术改造其传统产品莲

花万应膏，并获得国家专利。2018 年，

澳邦制药在莫桑比克注册上市两款药

品，后续还通过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审批进入内地市场。“如果不是来到横

琴，我们这样的小型中医药企业不会发

展得这么快。”澳邦制药（横琴）有限公

司技术发展总监刘帝恒说。

截至今年 6月，园区注册企业 195家，

其中澳门企业 58 家。“横琴研发、澳门

注册、横琴生产、全球销售”，成为带动

澳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近年来，围绕澳门着力培育的科技

研发和高端制造、中医药、现代金融、

文旅会展商贸“四新”产业，横琴加速打

造横琴科学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

业园、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粤澳跨境

金融合作示范区等新平台新载体，

（下转第四版）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题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新貌。

袁天晓摄（人民视觉）

创 新 发 展创 新 发 展 向 未 来向 未 来
—开局之年看横琴

本报记者 陈伟光 贺林平 姜晓丹

6 月 29 日 至 7 月 2 日 ，以“ 共 谋 发

展、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非经

贸博览会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

本届博览会共签约项目 120个、金额

103 亿美元。发布 99 个对接合作项目、

金额 87亿美元，其中 11个非洲国家发布

74 个对接项目，数量为历届之最。34 项

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涵盖研究报告、标准

规范、声明倡议等八大类，首次发布中非

贸易指数，再次发布中非经贸关系报

告。博览会上，供需对接踊跃，合作洽谈

火热，从农产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到电

子商务、航空航天、绿色发展等，中非合

作不断向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开创

中非合作新局面，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

共享减贫脱贫经验，加强数字经济合作，

促进非洲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也是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

正确义利观提出 10 周年。

透过博览会，我们看到，中国坚持

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

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

局和经贸关系。10 年来，中非双方秉持

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心态，顺应时代潮

流和各自发展需要共商合作大计，推动

中非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全球开放合

作、共同发展贡献新动能。

亮点纷呈，贸易投资攀新高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来自非洲的农

产品、手工艺品等琳琅满目，浙江贸易

商毕万霖不时有惊喜发现。“这套手工

木雕桌椅不错，小巧精致，适合放在西

餐店或咖啡店。”“这个产品也不错，可

以谈谈合作。”一趟下来，毕万霖的进口

贸易清单不断加长。

从室内展馆走到室外展区，电动正

面吊、挖掘机、起重机……来自三一重

工的数十款工程机械排列整齐，率先映

入眼帘。“我们的摊铺机、铣刨机不仅能

适应非洲高温、风沙大等工况，在智能

化、电动化等方面同样表现不错，高效

节能、安全可靠，已经有不少非洲客商

表达了合作意向。”三一重工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

自 2002 年 平 地 机 出 口 摩 洛 哥 以

来，三一重工加快进入非洲市场，如今

在非洲市场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近 170 亿

元，设备保有量超过 1.8 万台，不仅实现

了企业自身发展，也为非洲建设贡 献

力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见第十二版）

拓展新兴市场 实现互利共赢
—从中非经贸博览会看中国对外经贸发展韧性

本报记者 罗珊珊 王云娜 杨 迅

走进市场看信心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

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到东北地区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专题

座谈会，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今起，本报推出“走东北 看振兴”系列

报道，展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广大干部

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奋力书写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篇。

开栏的话



走东北 看振兴

工业是辽宁经济的命脉，辽宁全面振兴，根

基在工业，优势在工业，出路在工业。

“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要依靠创新把实体

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

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辽宁考察，为

辽宁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指明方向、提出要求。

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150 万吨/年
乙烯“三机”等一批大国重器相继问世，培育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32 家，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达到 30 余个……进入新时代，辽宁广大干部

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老工业基地激发制造活力，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步伐铿锵有力。

“我们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数字辽宁、智

造强省建设，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

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推动老工业基地焕

发新生机。”辽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数字赋能，为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增动力

走进沈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公司转子车间，一辆辆

吊车移动，搬运一个个大型部件，工人们熟练操作数控机床，

加工精密零件。每隔几台数控机床，就有一个触碰式电子屏，

屏幕上清晰显示着车间工单总量、转子生产进度、关键件完成

率等数据。

“依托数字化车间运营管理系统，机器、生

产原料等信息全部上网。各类生产要素管理更

加精细，节约了成本。一名工人可实时操作两

台机床，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转子车间副主任

李鹤说。

“数字化车间”为生产运营增效，“沈鼓云”

为产品服务提质。步入沈鼓集团沈鼓云远程

监测及故障诊断服务中心，一块大屏幕上闪动

着密密麻麻的小点。点开一个，就可以看到一

组设备的运行情况。沈鼓集团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诊断服务工程师谢宇峰介绍，沈鼓集团生

产的大型机组、设备在多个省份投用，集团推

出数字服务平台，目前已联网全国多地各类大

型机组 2000 余台，可提供机组预知性维修和诊

断服务。

致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沈鼓集团画出一条

业绩上扬曲线：“十三五”时期，公司营业收入年

均增长 11.6%。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利润增长 75.9%。今年一季度，产品订货量

增长 140.3%，利润增长 58.8%。

激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活力，是实现老

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路径。“我们出台相关政

策，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

设，利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传统产

业赋能增效，助其转型升级。”辽宁省工信厅副

厅长陈虎说。

目前，辽宁已累计培育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标杆企业 30 家，建成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152 个、应用场景 1235 个。2022 年，全省工业企

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59.7%，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77.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创新驱动，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聚合力

今年一季度，位于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订单量同

比翻一番，实现“开门红”。“为有效提升产能，我

们还将继续增设多条生产线。”公司副总裁陈

军介绍。

依靠技术创新，12年间，中蓝电子从最初仅有

一间办公室、几张旧桌子，发展成为拥有 1500 多

项专利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公司的手机马

达和镜头出货量均在国内名列前茅。

企业发展，政府助力。“这几年，我们与中蓝

电子携手，全力打造光学电子产业生态集群，目前已有 4 家企

业入驻、5 家企业签约，初步形成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检

测为一体的产业体系。”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魏晓东说。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见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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