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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李
婕）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日前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贸促会服务
外资企业工作专班近日对550余家外
资企业进行了调研，92.4%的受访企
业表示中国在其全球投资决策中的地
位没有下降。

“近期，众多跨国公司高管密集
来华访问，这充分说明中国仍然是全
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琳洁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
相关负责人在京先后会见了马士基、
特斯拉、德国邮政敦豪集团、松下电
器等 20 多家外资企业高管，涉及农
业、矿业、金融、物流、科技、新能
源汽车等多个行业。“会谈过程中，

相关外资企业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经济
前景、消费市场潜力和投资机遇，愿
进一步加强与中方的交流合作，夯实
在华业务，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工
商界共享发展机遇。”王琳洁说。

截至目前，中国贸促会服务外资
企业工作专班通过“投资中国”平台发
布招商项目 4825 个，协助地方和行
业开展商务考察950次，推动加快外
资企业重大项目审批进度，招商引资
成效明显。安徽专班推动中环中清新
能源光伏产业园项目签约落地；深圳
专班推动中泰高端综合物流产业园项
目落地；海南专班组织代表团赴东盟
国家招商引资，签约多个项目；北
京、厦门、武汉等地专班推动一批重
要外资项目落地。

外企密集来华的同时，中国企业
正加速“走出去”。中国贸促会对44个
大行业、646 个小行业的 10028 家中
国企业海外参展抽样调查显示，企业
普遍反映海外参展有较大收获。“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出展热门，前往
阿联酋、印尼、马来西亚、俄罗斯、
泰国等 5 国参展企业占比达 27.56%。
建材、五金、机械、电子、工程机械
及配件等行业表现突出，这5个行业
的参展企业占比达40.02%。

中国贸促会是出国（境）经贸展览
管理和服务部门。据介绍，在完成
2023 年首批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
会项目申请审批519项的基础上，中
国贸促会正会同商务部审核第二批
400多个项目。今年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将举办 28 个出国展览项
目，面向美国、欧盟、东盟、拉美和
西非等市场。中国贸促会所属中展集
团已于今年一季度组织服务了285家
企业，赴德国、意大利、法国、俄罗
斯、美国、阿联酋、韩国等7个国家
参加境外展览会21场。

1—3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
原产地证书、ATA单证册、商事证明书
等各类证书 133.63 万份，较上年同比
增长 11.32%。随着 RCEP（《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将对15个成员
国全面生效，RCEP 原产地证书受到
越来越多企业的欢迎，也为中国外贸
企业“出海”稳订单拓市场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1—3 月，全国贸促系统
RCEP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共计16.39
亿美元，同比增长46.76%；签证份数共
计4.57万份，同比增长105.54%。

“从一季度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
证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开局
平稳、逐月向好的发展态势。”王琳洁
说，相信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
好转，外贸向好势头有望进一步延续。

中国贸促会对550余家外资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

外企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本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
孔德晨）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一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
业 203.9 万户，同比增长 10.7%。截
至 3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
业数量超过 4900 万户，民营企业
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 92.3%。

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大的内生动
力，区域发展更加平衡。一季度，中
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 51.9 万户，同
比增长 20.8%；西部地区新设民营
企业44.1万户，同比增长30.2%。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新设民营

企业分别为 7.6 万户、34.9 万户、
161.4 万户，第三产业占比近八成。
受疫情冲击的“住宿和餐饮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快速恢复，新设民
营企业增速分别为35.7%、15.5%。

“四新”经济成为推动民营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一季度，新设“四
新”经济民营企业 82.9 万户，接近
同期新设企业总量的四成。数字核
心产业快速发展，其中“数字技术
应用业”同比增长 21%。截至 3 月
底，全国“四新”经济民营企业已超
过 2000 万户，新经济新业态保持
强劲发展势头。

国家统计局 4月 27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0.6%，扭转了去年11月份以
来持续下降的局面；利润同比下降19.2%，
降幅较1—2月收窄3.7个百分点。多位专
家表示，随着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工业
企业经营状况呈现改善迹象，企业利润
有望加快回升。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3月份，工业生产稳步回升，工业企业营收由降
转增。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孙晓介绍，3 月份，
受宏观经济运行向好、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而1—2月
为下降 1.3%。营业收入增长促进工业企业利润改
善，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2个行业利润增速
较1—2月加快或降幅收窄、由降转增，占53.7%。

整体看，1—3 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604.5
亿元，同比下降 5.8%；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10207.6
亿元，下降29.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实现利润总额1355.4亿元，增长33.2%。

分企业类型看，1—3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92.4 亿元，股
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290.3亿元，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318.1 亿元，私营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3894.1 亿元。其中，外资企业利
润降幅明显收窄。

孙晓表示，3月份，稳外资稳外贸政策措施发
力显效，外资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降幅较1—2月收窄5.2个百分
点，利润同比下降 7.1%，降幅较 1—2月大幅收窄
28.6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利润明显改善

3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明显改善，是对工业
企业盈利改善拉动最大的行业板块。

孙晓介绍，3月份，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由 1—2月下降 2.4%转为增长 5.4%，利润同比下降
7.0%，降幅较 1—2 月大幅收窄 19.1 个百分点。其
中，汽车制造业受市场需求恢复、生产销售回升
等因素作用，利润由 1—2 月下降 41.7%转为增长
9.1%；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通用设备、
电气机械行业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25.5%、16.5%、11.3%。

电气水行业利润保持快速增长。3 月份，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同比增长
27.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由于经济企稳
回升，用电需求增加，电力生产明显加快，电力
行业利润增长41.9%。

部分消费品行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孙晓分
析，3月份，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消

费恢复势头较好，部分消费品制造行业盈利好
转。在 13 个消费品制造行业中，有 7 个行业盈利
较 1—2月改善。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行业利
润同比增长 39.9%，增速较 1—2 月明显加快；食
品、家具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0.8%、0.7%，利润均
由降转增；纺织、印刷、化纤、造纸行业利润降
幅均较1—2月收窄。

继续着力扩大市场需求

“总体看，工业企业利润降幅仍然较大，企业
亏损面、亏损额仍较高，但上游价格同比回落有
利于改善下游行业盈利状况。”孙晓表示，下阶
段，应继续着力扩大市场需求，提振市场信心，
改善企业预期，提高产销衔接水平，促进工业企
业利润加快回升。

多位专家认为，未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望
筑底回升。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
为，短期内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仍处于收缩区
域，主要是因为去年高基数、能源等商品价格走
低，需求处于恢复阶段，部分行业企业处于去库
存后期等，工业品价格提振有限。但国内需求呈
现良好恢复态势，工业企业纾困支持政策有力有

效，预计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将稳步改善。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

琪嘉认为，在工业产能利润率和产销率逐渐改善
等因素的推动下，从中长期来看，未来工业利润
将回到合理区间运行。一方面，国内服务业消费
恢复，加上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内需有望
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助企纾困政策加力显效，
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企业成本压力将持续缓
解，叠加基数走低，企业利润有望由降转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表示，从 3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来看，
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继续成为实体经济稳增
长、调结构、补短板、促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中
国经济开始呈现全面回暖向好态势。“随着工业结
构调整升级，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带动作用将进
一步增强。”张立群说。

3月份营业收入由降转增

工业企业利润有望加快回升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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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利润有望加快回升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本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统计局 28 日发布的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
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

根据报告，2022 年农民工平
均年龄 42.3 岁，比上年提高 0.6
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
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平
稳增长。2022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
4615 元，比上年增加 183 元，增长
4.1%。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
5240 元，比上年增加 227 元，增长
4.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 4026
元，比上年增加 148 元，增长 3.8%。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农民工收
入增速快于其他地区。在东部地区
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 5001 元，
比上年增加214元，增长4.5%；在中
部 地 区 就 业 的 农 民 工 月 均 收 入
4386 元，比上年增加 181 元，增长
4.3%；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
均收入4238元，比上年增加160元，
增长3.9%。

根据报告，2022 年进城农民
工人均居住面积22.6平方米，比上
年增加 0.9 平方米；进城农民工 3
至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
为 91.1%，比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
点。入园儿童中，69.7%在公办幼
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一季度新设民营企业203.9万户
同比增长10.7%

全国农民工总量去年增加311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去年增加311万人

本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28 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3月，我国国际
收支口径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
规模39353亿元，同比增长2%。

其中，货物贸易顺差 3441 亿
元；服务贸易逆差 1197 亿元。按美
元计值，3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
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015亿美元，
进口2690亿美元，顺差325亿美元。

本报北京4月 28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近日从中国银保监会
获悉，银保监会近年来不断加强和
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底线，持续推动保险公司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截至 2022 年末，保险资金为
实体经济融资超过 21 万亿元，保
险资金投向碳达峰、碳中和等绿
色产业超过 1 万亿元，投向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超过 4
万亿元。

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保
险公司持续回归主业、人民群众获
得感明显增强、经营效率不断提升
等方面。保障属性强的普通寿险、
健康险、意外险的保费收入占比逐
年上升，从2018年的54.5%上升至
2022 年的 72.9%；2022 年每 1 元保
费对应的保障金额为 2924 元，较
2018年提高了54%；2022年业务及
管理费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占营业
收入比重为17.2%，较2018年下降
了6.2个百分点。

保险资金为实体经济融资逾21万亿元
投向绿色产业超1万亿元

4 月 28 日，位于山
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的

“耕海 1 号”海洋牧场综
合体二期项目投入运
营。“耕海 1 号”集渔业
养殖、海上观光、休闲垂
钓、餐饮住宿、科研科普
等于一体，创新性实现
现代海洋渔业、海洋工
程技术和海洋文化旅游
产业深度有机融合。图
为“耕海1号”一景。

唐 克摄
（新华社发）

四川省泸州市合
江县华艺陶瓷制品有
限公司利用“5G+工业
互联网”技术，实现生
产环节“数智化”，相比
传统生产线可节约人
工 500 余人，效率提高
约 5 倍。图为华艺陶瓷
制品有限公司的“数智
化”成瓷车间。

牟 科摄
（人民视觉）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各景点累计接待游客
约630万人次，同比增长81%；旅游产业总收入超40亿元，同比增长116%，
客流和收入均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该度假区已开放运营7年，累计接待游
客逾1.13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615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1.5万个。图
为游客在度假区内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近年来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扶持农民连片开发种植樱桃、杨梅、水蜜桃等水果，初步形成富民增收
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特色富村、农业稳镇、旅游活镇”的乡村振兴发展之
路。图为4月28日，人们在晶桥镇的千亩樱桃园采摘樱桃。

朱红生摄 （人民视觉）

3月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39353亿元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庐江高新区的安徽德科
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研发制造各类发
电机产品的企业，今年以
来呈现产销两旺的好势
头。图为 4 月 27 日，工人
在该公司生产车间赶制
出口订单产品。

柳晓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