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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中国 广角

作为经济运行先行指标，1 月
份 PMI 升至临界点以上，显示中
国经济发展预期向好。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更新内容，将 2023 年中国
经 济 增 速 预 期 由 4.4% 调 高 至
5.2%。

“但同时也要看到，1月份反映
市场需求不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企业仍然较多，市场需求不足仍是
当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首要问
题，我国经济恢复发展基础需进一
步巩固。”赵庆河说。

企业调查显示，1月份，反映市

场需求不足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仍
达 53.2%，连续 7 个月超过 50%；反
映市场需求不足的非制造业企业
比重虽较上月有所下降，但仍在
51%以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做
好 2023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
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日前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一系列部署，
要求推动消费加快恢复和保持外
贸外资稳定，增强对经济的拉动
力。

陕西提出积极培育运动、康

养、托育等消费新热点；山东研究
制定了支持商贸流通行业促进居
民消费的 10条政策措施；上海明确
实施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并延
续实施新能源车置换补贴……近段
时间以来，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主动作为，多措并举
巩固消费恢复基础。

春节假期后，多地政企组团赴
海外招商引资拓商机，一批重大项
目签约开工，重大工程开足马力，
全国上下抢抓新一年发展机遇，奋
力开新局。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跃升3.1个百分点的背后

释放开年经济运行积极信号
50.1%——
这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
月31日发布的1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在连续 3
个月收缩后，制造业PMI重返扩
张区间，比上月跃升 3.1 个百分
点，表明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
回升，释放2023年开年经济运行
积极信号。

制造业景气水平升至扩张区间

“1月份，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
阶段，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调
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8 个高于上
月，制造业景气水平较快回升。”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
计师赵庆河表示。

走进安徽哈科数控机床制造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
工人们正忙着生产一批高端数控
设备，这些设备将于 2月底交付德
国和美国的客户。

“1 月份以来，海外对中国高
端设备的需求不断增加，春节过
后，我们迅速进入工作节奏，不仅
要处理节前的订单，还有新的订
单在陆续发来。”公司董事长李忠
华说。

新订单增加，折射制造业市
场发展向好。综合 1 月份制造业
PMI 分项指数变化来看，产业链

上下游普遍回升，市场预期有所
好转，经济运行呈现明显回升态
势。

——供需两端同步改善，重点
行业PMI不同程度上升。

1 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7 个百分点，在连续 6
个月运行在 50%以下后回到扩张区
间。生产指数为 49.8%，较上月上
升 5.2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 3个月
环比下降的势头。

从行业情况看，1月份，高技术
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消费品行业
和高耗能行业 PMI 分别为 52.5%、
50.7%、50.9%和 48.6%，景气水平不
同程度改善。

——大中小企业景气水平均
有上升，经济活力有所提升。

1 月份，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2.3%、48.6%和 47.2%，高于

上月 4、2.2 和 2.5 个百分点。调查
结果显示，大、中、小型企业中反映
劳动力供应不足的比重均低于
11%，较上月明显下降，员工短缺制
约生产的情况有所缓解。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
表示，1月份，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上月
均有明显上升，显示中小企业运行
有所趋稳，经济活力有所提升。

——企业信心明显增强，市场
预期向好。

1 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
数为 55.6%，高于上月 3.7 个百分
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

“1月份，原材料库存指数升至
49.6%，创 2019年以来新高，显示企
业加大了原材料采购和储货力度
以备生产，后市经济持续恢复前景
可期。”文韬说。

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触底回升

1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4.4%，比上月上升 12.8 个百
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
气水平触底回升。

国内旅游出游 3.08亿人次，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亿元、同比
增长 30%；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 67
亿元，取得影史春节档第二的亮眼
成绩；全国揽投快递包裹量超 7亿
件，较 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今
年春节假期，服务业加快恢复，经
济活力明显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4%，结束连续 6
个月回落走势，升至扩张区间。其

中，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
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
高于上月 24个百分点以上，重返扩
张区间。

从需求看，1月份，服务业新订
单指数为 51.6%，高于上月 14.2 个
百分点。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为 64.3%，高于上月 12个百分
点，升至近期高点。

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总
经理赵兰菊表示，春节期间，冰雪
消费火热。新一年企业发展信心
更足，不光要做好雪季运营，还要
深挖无雪季节潜力，迎接“五一”

“十一”的旅游热潮。

建筑业景气上升。1 月份，建
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4%，高于
上月 2个百分点。从预期看，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为 68.2%，高于上月
6.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位于高位
景气区间，表明随着推进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
建筑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保持乐观。

综合 PMI 产出指数升至近期
高点。赵庆河表示，1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9%，比上月上
升 1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
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
有所回升。

继续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王雨
萧）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31 日
介绍，2022年全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 4.2万亿元，为助
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税务总局当天举行的 2022
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王道树说，4.2万多
亿元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累计退到纳
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 2.46万
亿元，超过 2021 年全年办理留抵退税
规模的 3.8 倍；二是新增减税降费超 1
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超 8000亿元，新
增降费超 2000 亿元；三是办理缓税缓
费超 7500亿元。

分行业看，制造业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近 1.5 万亿元，占比 35%
左右，是受益最明显的行业。同时，餐
饮、零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服务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

税缓税缓费超 8700亿元。
分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是受益主体，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缓税缓费超 1.7万亿元，占总规模的比
重约四成；近八成个体工商户在 2022
年无需缴纳税款。

系列税费支持政策，为广大市场主
体“输血”“活血”。国家税务总局对 10
万户重点税源企业调查显示，2022年企
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下降 2.7%，
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业、住
宿餐饮业分别下降 15.4%和 14.2%，负担
显著减轻。

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有力增
强市场主体活力。王道树介绍，2022
年，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1315 万
户。截至 2022 年末，全国涉税市场主
体总量达 8407 万户，较 2021 年末增长
6.9%。

2022年我国送出
超4.2万亿元税费政策“红包”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郭宇
靖、吉宁）1月 31日，《关于北京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
报告》对外公布。报告提出将加快构建
具有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时
公布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十方面主要任务。

此次公布的十方面任务是：着力构
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深入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着力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
力推动“两区”制度创新落地见效，全力
打造改革开放“北京样板”；着力促进数
字赋能城市、产业、生活，加快打造全球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
展内生动力；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坚定迈进；着力

为群众多办实事，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和
改善民生；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促进经济社会加快绿色转型；着力
探索构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努
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着力守稳守牢安
全底线，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北京将深
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推动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
化首都都市圈。其中，疏解提质一般制
造业企业 100家以上，环京地区通勤圈
将深度融合。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北
京将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力
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生命
科学、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更多创新应
用成果。

新建5G基站1万个以上
北京发布2023年十方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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