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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5月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今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会
上表示，4 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
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中国经济稳
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随着疫情防控
取得阶段性成效，稳定经济政策措施持续显效，
经济运行有望逐步复苏。

前4个月线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4 月 份 ，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下 降
11.1%。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付加奇分
析，市场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较大的
出行类商品零售额增长明显放缓，对消费市场影
响较大。但从1—4月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规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线上消费需求持续释
放，基本生活和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较好，超市
和便利店等零售业态稳定增长，消费市场恢复态
势没有改变。

——网上商品零售保持增长，线上消费占比
持续提升。1—4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5.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8%，比1—3月提高0.6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明显好于整体。1—4
月，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日用品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9.5%、10.4%和2.5%。

——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增势较好。1—4
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
办公用品类、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2.4%、6.7%和 8.6%，增速均高于限额以上单位
商品零售额整体水平。

——便利性相对较高的自助式消费和社区店
零售保持增长。1—4月，限额以上单位超市、仓
储会员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6%、8.5%；与社
区消费密切相关的食杂店和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2.4%和6.8%。

产业升级发展态势没有改变

4 月份，工业生产受到疫情冲击，由于交通
物流受阻等因素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2.9%，其中，制造业下降4.6%。

“在工业三大门类中，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
和水生产供应业都保持了增长，制造业下降主要
是受到汽车等装备制造业下降影响。”付凌晖说，
在疫情冲击下，部分工业行业保持了增长，体现
出较强韧性。

能源等基础工业、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基本消
费品工业保持增长。4 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3.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
增长7.2%，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0.1%和0.5%。同时，高技术制造
业持续增长。4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4%。付凌晖表示，产业升级发展态势没有改变，
体现出经济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发生变化。

“我国工业体系齐全、配套能力强的特点没有
改变。”付凌晖说，累计来看，1—4 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4%。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交通物
流逐步打通，生产循环改善，尤其是减税降费、
助企纾困政策持续发力，将有助于提振企业信
心、改善企业经营，推动工业生产持续恢复。

国民经济将会加快恢复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不少，
但保持稳定增长的有利条件也不少。

一是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复工复产效
果逐步显现。4 月中下旬以来，疫情形势总体上
呈下降态势。目前上海9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已复工企业占比接近50%。从5月以来的情
况看，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货运物流持续恢
复，全国发电量等一些实物量指标也在改善。

二是投资稳增长作用将继续发挥，基础设施
和制造业投资支撑有力。今年以来，专项债发行和
使用加快，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资金较为充
足。投资到位资金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速保持较快
增长，有利于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增长。1—4 月，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2.2%，快于全部投资增长。

三是消费有望逐步恢复，线上消费和升级类
消费仍会成为消费的重要支撑。付凌晖表示，下
一阶段，援企稳岗力度加大，就业基本盘总体稳
定，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能力。此
外，一些传统接触型消费加快向线上转移，居民

消费升级态势仍会持续，有利于支持消费增长。
四是出口持续增长有利条件仍然较多。中国

工业体系完备，制造业供给能力强，能够较快适
应外部需求变化，加之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加强与贸易伙伴互利合作，推动自贸区建设，都
有利于扩大出口。

“今年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力度加大，财政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不断发力，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有
效实施，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困难行业和重点领域扶持，
效果会不断显现。”付凌晖透露，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有关方面在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
机调控力度，将会进一步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总
的看，疫情扰动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运行趋
势，也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
广的特点。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国民经济将会加
快恢复，实现企稳回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势未变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刘
志强） 记者日前从国务院国资委了
解到，2016 年 5 月至 2021 年底，中
央企业共压减法人 19965 户，占比
38.3%；法人层级 5 级以内企业已超
过 70%；97 家中央企业集团管理层
级全部控制在5级以内，其中3级14
家、4级44家。

今年 3 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

《中央企业压减工作“回头看”专项行
动工作方案》，启动新一轮压减工作，
提出下决心清理退出一批企业、优化
整合一批企业、重点监控一批企业，
进一步减少法人户数，力争将集团公
司管理层级控制在 4级以内、大多数
企业法人层级控制在5级以内。

2016 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指
导各中央企业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压

减工作，力争实现“压存量、调结
构、堵漏洞、保稳定”。通过 5年多
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中央企业法人
户数和层级过多、管理链条过长的
突出问题，基本扭转了法人户数无
序增长局面，实现了户数增长与经
营发展速度基本匹配、管理链条与
资产收入规模基本匹配。

各中央企业以压减为抓手，进

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效能。压减
工作开展以来，中央企业累计减少
人工成本 449 亿元，减少管理费用
368 亿元；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44.6万元/人增加到67.9万元/人，提
升比例超过 52%。同时，中央企业
法人单位户均资产从 9.52 亿元增加
到 13.99 亿元，户均收入从 4.4 亿元
增加到 6.72 亿元，户均利润从 0.23
亿元增加到 0.45 亿元，增幅分别达
47%、53%、96%。企业从简单设机
构、铺摊子的粗放式增长，逐步转
向提升单户企业质量和实力的集约
化发展。此外，中央企业还退出了
一批非主业非优势企业，从事主业
的企业占比从87%提高至93%。

5年多时间中央企业共压减法人19965户

国资委将启动新一轮压减工作

五
月
十
六
日
，
工
人
在
河
北
省
新
乐
市
一
家
汽

车
安
全
气
囊
公
司
的
生
产
线
上
忙
碌
。

贾
敏
杰
摄
（
新
华
社
发
）

5月16日，随着满载
着 1137辆商品车的“汉堡
快线”轮驶离山东港口烟
台港，“烟台—中东”外贸
滚装航线正式开通。该航
线将进一步织密山东港口
集团国际滚装航线网络布
局，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
外贸出口通道选择。图为

“汉堡快线”轮完成装载，
准备起航。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烟台—中东”
外贸滚装航线开通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丁
怡婷） 5月15日至21日是2022年全
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
题为“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获悉，近年来，中国全面系统推进城
市节水工作。2015年以来，确定50个
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工
作，在缓解城市内涝的同时，开展雨
水收集利用。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
建成130个国家节水型城市。

同时，污水资源化利用扎实开
展。据初步统计，2021年全国城市
再生水利用量 161 亿立方米，比
2020 年提高 18.9%，有助于减少城
市新鲜水取用量和污水外排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着力
构建城市健康水循环体系，持续深
入推进城市节水工作，使节约用水
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

130 个国家节水型城市建成

据新华社长春5月15日电（记
者薛钦峰） 当前正值中国东北地区
春耕高峰期，记者采访了解到，吉
林省各地春耕正有序推进，目前全
省粮食作物完成播种已超八成，速
度快于上年同期。

自 3 月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以来，吉林省采取了线上开展农技
培训、组织滞留城市种地农民返
乡、畅通农资企业物流等多项保障
春耕备耕措施，确保疫情防控、春

耕备耕两不误。
目前，吉林省玉米播种已接近

尾声，全省各地进入旱田大豆播种
和水田插秧高峰期。

当地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5 月 13 日，吉林省粮食作
物播种已完成80.55%。

据悉，今年吉林省将确保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8600万亩以上。其中，大
豆播种面积预计在460万亩以上，力
争比去年增加80万亩以上。

吉林粮食作物完成播种超八成
进入播豆、插秧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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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5月 16 日电 （记者
鲜敢） 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获悉，到2021年底，西藏
青稞播种面积211.07万亩，产量达到
80.12 万吨，产值突破 32 亿元，分别
占全国青稞种植面积、产量、产值的
47.91%、61.54%、61.42%。目前经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审批核准，成
功创建了西藏第一个农牧业区域公
用品牌“西藏青稞”。

近年来，西藏高度重视青稞产

业发展，把青稞产业作为高原特色
优势产业和推动产业振兴的重要抓
手之一，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和项目
支持。

统计显示，目前西藏共有青稞
加工企业53家，年加工量为15.9万
吨，实现年加工产值11.57亿元，已
打造商业品牌60多个。

青稞在西藏已有3500多年的种
植历史，是最适宜西藏高海拔地区
种植的特色农作物。

西藏青稞种植面积超210万亩西藏青稞种植面积超210万亩

近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近 11 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田间遍地金
黄，一派丰收景象。图为 5月 16日，在长兴县林城镇姚洪斗村，农民驾驶
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 谭云俸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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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5 月 16 日电
（记者范昊天） 为破解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日前，
湖北省政府印发《湖北省科技
融 资 担 保 体 系 建 设 实 施 方
案》，提出构建覆盖全省、上
下联动的专业化科技融资担保
体系。力争到 2025 年，全省
科技融资担保业务规模达到
200亿元以上。

方案明确，组建省级科
技 融 资 担 保 专 营 机 构 和 市
县科技融资担保业务机构 。
引 导 政 府 性 融 资 担 保 机 构
聚 焦 服 务 科 技 型 中 小 微 企
业等主体，科技融资担保业
务单户限额一般不超过 1000
万 元 ， 特 殊 情 况 下 不 超 过

2000 万元。科技融资担保专
营机构新增科技型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金额和户数占比不
低于 80%。

湖北将推动融资担保机构
与创业投资机构、银行实现

“投贷担”业务联动；探索与企
业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
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加
强合作，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各级科技部门定期收集有
融资需求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名单，向银行机构、融资担保机
构推荐；对新型政银担合作的
科技融资担保业务由省再担
保集团、担保机构、合作银行
和市县政府按 4∶2∶2∶2 比
例分担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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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茭白近日迎来采收季。练塘镇是全国闻名的茭白
之乡，“练塘茭白”是上海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蔬菜品种。图
为练塘镇农民在种植基地里采收茭白。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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