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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5.8%
服务出口快增带动贸易逆差下降

本报北京 5 月 5 日讯（记者冯其予）
商 务 部 5 日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一

季 度 ，我 国 服 务 贸 易 继 续 快 速 增 长 。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14569.9 亿 元 ，同 比

增长 25.8%。其中，服务出口 7139.8 亿

元 ，增 长 30.8% ；进 口 7430.1 亿 元 ，增

长 21.3% 。 服 务 出 口 增 幅 大 于 进 口

9.5 个 百 分 点 ，带 动 服 务 贸 易 逆 差 下

降 56.4% 至 290.3 亿 元 。 3 月 份 ，我 国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50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1%。

从具体特点来看，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稳定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

型 服 务 进 出 口 6156.6 亿 元 ，增 长

14.1% 。 同 时 ，旅 行 服 务 进 出 口 有 所

恢复。一季度，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2155.5 亿 元 ，增 长 12.6% ，其 中 出 口 下

降 15.3%，进口增长 15.4%。剔除旅行

服 务 ，一 季 度 我 国 服 务 进 出 口 增 长

28.4% ，其 中 出 口 增 长 32.3% ，进 口 增

长 23.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5 日 电 中 共 中 央

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 5 月 5 日召开会议，分析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

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调

整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今年 3 月以来，经过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并

肩作战，我们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

严峻的防控考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践

证明，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

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我们打

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

卫战。

会议强调，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

脚的时候。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

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

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要深刻、完整、

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

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

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

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

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会议指出，坚持就是胜利。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

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坚定信心，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

扬斗争精神，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坚决

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

会议强调，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处

置，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协调联动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和

社区管控等重点环节，确保感染者和风险

人群及时排查出、管控住。要加强防控能

力建设，强化区域协防、省内统筹，把防控

的 人 力 物 资 备 足 备 齐 ，做 好 疫 情 应 对 准

备。要及时完善防控措施，加大对病毒变

异的研究和防范力度，不搞简单化、一刀

切，同步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

资供应，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从

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要

把人、物、环境同防要求贯彻到位，压实行

业责任和单位责任。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打好人民战争，加强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

会关切，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自我

防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责任和义务，落实

个人、家庭等日常防护措施，推进加强免疫

接种工作，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

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

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继续冲锋在前、顽强拼搏，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对在抗疫

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

要加以宣传报道，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

定 信 心 、同 舟 共 济 、团 结 一 心 做 好 抗 疫

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因城施策完善房地产政策

金观平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

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指

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

地产政策，表明了中央对各地因城施

策完善房地产政策的支持态度，释放

出更为积极明确的信号。房地产业规

模大、链条长、牵涉面广，在国民经济、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都占有相当高份

额，对于经济金融稳定和风险防范具

有重要的系统性影响。稳定房地产市

场，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和有效

管控风险有重要意义。

我国地域广大，城市众多，且城市

间差别大，长时间采取同等严格的调

控政策，既不符合各地具体实际，也会

影响市场正常需求的释放。目前，我

国房地产市场分化十分明显，一些城

市房价出现下降趋势，居民观望情绪

较为浓厚。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体责

任在地方，在市场出现变化时，因城施

策出台调控举措十分必要。今年以

来，已有不少城市将过去收紧的调控

政策放松，包括放宽限购、限售、限贷，

发放购房补贴，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

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应该

看到，取消或者调整过去的阶段性调

控政策，有助于稳楼市，减轻其对经济

增长的负面压力。

当前的房地产政策，应重点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有关部门

已经就此作出了具体安排。比如，中

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及时优化房地产

信贷政策，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银保监会表示，将督促银行保险机

构因城施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首套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从各地近期出台的调控措施来看，重点均放在满足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上，预计这也将继续成为各地因城施策的

重要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没有

改变，也不会改变。稳楼市应避免政策调整引发新一轮投机行

为，不能给炒房者大开方便之门。

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有助于房地产行业进一步实现

良性循环。一方面，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能够有效保障房地产开

发项目顺利竣工交付，避免“烂尾楼”，确保购房者利益不受损

害。另一方面，预售资金也是房企持续进行项目开发的重要资

金来源。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举措加

以优化，合理释放资金，有助于减轻房企资金周转压力，缓解其

信用风险。

在明确的政策信号之下，各方预期将趋于稳定。市场下

行压力较大的城市或将积极出台稳楼市举措，相关部门和各

地积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购房成

本，使购房需求得到合理释放，有利于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

展。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信心也会进一步增强。

随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我国房地产市场将实现更加平

稳健康发展。

去年总营收同比增长 19.81%——

上市公司“动力源”作用持续强化
本报记者 祝惠春 彭 江

坚定不移筑牢防线巩固成果
本报评论员

在疫情防控工作处于“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

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

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筑牢疫

情防控屏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这一重大部署，为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扎扎实实做好工作、赢得抗疫

全面胜利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疫情防控乃“国之大者”，“动态清零”是

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和正常生产

生活的总方针。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病毒的变异速度和变异程度都在不断加大，

疫情的趋势走向更是难以预判。我国是人

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

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一旦放松防控，势必造

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

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人民生命健康都

将受到严重影响。

事实胜于雄辩。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

效，有力证明了“动态清零”是当前抗击疫情

的最佳选择。继吉林省实现社会面清零目

标后，近日上海市也有 6 个区符合社会面基

本清零标准，令人振奋。但是，本轮疫情传

播链条并没有完全阻断，还远没有到可以松

口气、歇歇脚的时候，必须深刻认识抗疫斗

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克

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人人尽责出力，一鼓作气、只争朝夕，抓

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把既定的攻

坚任务进行到底，把明确的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严防疫情“跑冒滴漏”，消除风险隐患。要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好人民战争，加强信息

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广大群众增强

责任意识、自我防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责任

和义务，落实个人、家庭等日常防护措施，推

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进一步加强防

控能力建设，强化区域协防、省内统筹，把防

控的人力物资备足备齐，做好疫情应对准

备。及时完善防控措施，加大对病毒变异的

研究和防范力度，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同步

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应，保

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以科学为指

引，以共同的努力为保障，我们就能积小胜

为大胜，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

胜利。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上

市公司业绩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经济发展

态势和质量。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最新统计，

2021 年 ，全 市 场 新 增 上 市 公 司 524 家 ，

年 末 公 司 数 量 增 长 至 4682 家 ，总 市 值

96.53 万 亿 元 ，规 模 稳 居 全 球 第 二 。 截

至 4 月 30 日，全市场共有 4669 家上市公

司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

上 市 公 司 经 济 增 长“ 动 力 源 ”的 作 用 持

续强化，作为实体经济“基本盘”的地位

更加巩固。

业绩提升增韧性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1 年

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64.97 万亿

元，占全年 GDP 总额的 56.81%；营业总收

入同比增长 19.81%；非金融类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 5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63%。

约八成公司实现收入增长，四成公司收入

连续三年持续增长。此外，上市公司海外

收入同比提高 18.03%。

2021 年，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6%；扣非后净利润

4.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39%，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非金融类上

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约为 5.0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9.82%；近八成公司实现经营

活 动 现 金 净 流 入 ，显 示 出 较 高 的 盈 利

质量。

分行业看，按照证监会公布行业划分

标准，19 个行业大类中，约九成行业收入、

七成行业净利润保持增长，约九成行业实

现盈利，行业差异化特征显著。利润排在

前三的行业分别是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

业，合计贡献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的接近

8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扭亏为

盈 ，净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945.84% 、

335.12%和 120.24%。

2021 年，上市公司在保持高成长的

同 时 ，主 动 与 投 资 者 分 享 企 业 发 展 成

果 ，现 金 分 红 创 历 史 新 高 。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共 有 超 过 3300 家 公 司 推 出 现 金

分 红 预 案 ，占 全 部 盈 利 公 司 家 数 的

81.67%。“现金分红证明上市公司具有稳

定的盈利能力。上市公司积极分红有利

于培育稳健型投资者，引导长期资金入

市 ，培 育 长 期 投 资 理 念 ，推 动 资 本 市 场

高 质 量 发 展 。”川 财 证 券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陈雳说。

研发投入添底气

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迭

代产品服务，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增添了

发展底气，增强了发展动能。

“2021 年，上市公司在推动研发创新、

加大资本支出、优化资本结构等方面表现

突出。”陈雳说。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

显示，2021 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金 额 合 计 约 1.3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53% ，占 全 国 企 业 研 发 支 出 总 额 的

47.02%。研发强度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分

别是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非金融类

上 市 公 司 的 专 利 数 量 从 2020 年 末 的

122.70 万件增加至 2021 年的 145.05 万件，

增长了 18.22%。

作为“硬科技”公司集中地的科创板，

2021 年研发强度保持高位，全年研发投入

金额共计 852.4 亿元，同比增长 29%，研发

投 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平 均 为 13% 。

2021 年底，科创板已汇聚了一支超过 14

万人的科研队伍，平

均每家公司超过 330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

的比例接近三成。

研 发 投 入 加 码

促 使 创 新 成 果 不 断

涌 现 。 科 创 板 公 司

全 年 合 计 新 增 发 明

专利 7800 余项，平均

每 家 公 司 拥 有 发 明

专利数达到 108 项，66 家次公司牵头或者

参与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等重

大 奖 项 。 在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过 程

中，不少科创板公司及时开展应急攻坚，

推动了新冠特效药、疫苗、快速检测试剂

等加快落地。

应对挑战有信心

受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外部环境

更趋不确定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

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给上市公司发展带来了挑战。

在稳就业方面，沪市主板公司发挥了

应有作用。2021 年，沪市主板公司新增员

工人数约 24 万人，整体就业人数达 1670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数量比重 2.22%，高

于 2020 年的 2.19%。以 GDP 占比测算，间

接带动就业人口在 2 亿人以上，占全国就

业人口比重近三成。其中，制造业就业

人数同比增长 4%，增幅居各行业前列。

汽车设备、医药、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

设备等行业员工规模均超 40 万人次，体

现出稳增长与稳就业互促共进。

（下转第三版）

5 月 5 日，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新材料园区的浙江物产中大线缆有

限公司首条线缆生产线全面达产。面对疫情冲击，德清县出台了一系列

纾困政策，帮助市场主体复工复产，走出困境。 谢尚国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