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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增长近两成——

中 国 依 然 是 外 商 投 资 热 土
本报记者 冯其予

2022 年 ，“ 一 带 一 路 ”经 贸 合 作 迈 出

了 新 步 伐 ，我 国 对“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非 金 融 类 直 接 投 资 增 长 7.7% ，占 比 保 持

在 17.9%。

在国新办 2 月 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介绍，2022 年，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也创下

新高，货物贸易额达 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高于外贸整体增速 11.7 个百分点。

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也迈上新台阶，

涵盖多个行业，其中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

资 891.5 亿元，同比增长 17.2%。

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杨涛介绍，全年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8718.4 亿元，完成营业额 5713.1 亿元，占承

包工程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51.2%和 54.8%。

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运营

稳步推进，一批“小而美”的农业、医疗、减

贫等民生项目相继落地。境外经贸合作区

提质升级，截至 2022 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

国家建设的合作区已累计投资 3979 亿元，

为当地创造了 42.1 万个就业岗位。

2022 年，商务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为经

济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对外贸

易 好 于 预 期 ，圆 满 实 现 了 保 稳 提 质 的 目

标。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

总体看，去年中国外贸有三大精彩表现。

一是站上新高度。2022 年中国进出口

规模再创新高，达到了 42 万亿元，这是在

2021 年超高基数之上实现的新突破。中国

连续 6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

时，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

高，其中出口占比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达

到 60.8%。多双边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对 RCEP 贸易伙伴的出口同比增长 17.5%，

高于整体增速 7 个百分点。

二是释放新动能。以电动汽车、光伏产

品、锂电池的出口为代表，我国高技术、高附

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成为出口新增长

点。2022 年，电动汽车出口增长 131.8%，光

伏产品增长 67.8%，锂电池增长 86.7%。同

时，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外贸新

业态也在蓬勃发展，进出口规模超过 3 万亿

元，占外贸的比重超过 7%。

三是作出新贡献。从国内看，外贸为

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回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年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率

达 17.1%，拉动 GDP 增长 0.5 个百分点。全

年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59.8 万家，比

2021 年增加 3.1 万家，有力促进我国稳岗就

业。从国际看，在全球经贸环境动荡的大

背景下，中国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了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畅通。同时，我国积极扩大进

口，全年进口规模高达 2.7 万亿美元，为全

球经贸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消费市场基本稳定。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到 44 万亿元，与 2021 年基本持

平。新型消费发展态势较好，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增长 6.2%，占社零总额比重进一

步提升，达到 27.2%。刚刚过去的春节市场

延续了良好势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

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6.8%。

利用外资保持增长。“全年实际使用外

资 1.2 万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增长 6.3%，这

也再次证明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热

土。”郭婷婷表示。引资质量持续提升，制

造业引资增长 46.1%，占比达到 26.3%，比

2021 年进一步提高 7.8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

业引资增长 28.3%，占比 36.1%，比上年提高

7.1 个百分点。主要外资来源地投资保持

增 长 ，德 国 、韩 国 、英 国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52.9%、64.2%和 40.7%。相关开放高地示范

带动作用明显，21 家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

2225.2 亿元，占全国 18.1%；230 家国家级经

开区吸收外资 2596.4 亿元，占比 21.1%。

节后铁路发送旅客超 1 亿人次
日均发送量恢复至 2019 年春运同期的 90%

本报北京 2 月 2 日讯（记者齐慧）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春节以

来，铁路春运客流持续回升，1 月 22 日至

2 月 1 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02 亿人

次，同比增加 3351 万人次，增长 48.7%，日

均发送旅客 931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春

运同期的 90%。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铁路部

门节后最大限度安排运力，动态优化旅客

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岗需

求。如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利用去年

新开通的郑渝高铁襄万段、黄黄高铁等线

路运力，节后在北京、沪杭、广深等方向和

管内加开旅客列车 126 对，其中夜行高铁

57.5 对。全国铁路节后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近 9300 列，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8%，单日

最高开行旅客列车 10600 余列，较 2019 年

春运同期增长 15%。

此外，针对节后务工人员集中出行的

情况，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用工企业紧密

联动，开行“点对点”专列，助力务工人员安

全顺利返岗。从 1 月 27 日至 2 月 2 日，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连续 7 日开行宜宾西

至 温 州 南“ 点 对 点 ”定 制 务 工 专 列 ，帮 助

3000 余名外出务工人员顺利抵达用工地。

元宵节前后，务工流、学生流叠加，铁

路春运客流仍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客流

高峰将超过 2019 年同期。铁路部门将根据

客流需求，加强旅客运输组织，科学有效应

对大客流，在前期安排的基础上，日均再增

加开行临客 200 余列。

三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方案

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本报北京 2 月 2 日讯（记者康琼艳）围

绕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

务需求，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市场监

管总局、民政部、商务部近日联合印发《养

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作

为《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的 5 个专项

行动之一，《方案》提出了到 2025 年养老和

家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总体目标，以及 4 大

方面、10 项重点任务。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方案》提出优

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供给结构，厘清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和企业标准等标准化工作方向，特别是从

支撑行业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引领产业转

型 升 级 3 个 方 面 提 出 重 点 标 准 制 修 订

项目。

在标准实施与监督方面，《方案》进一

步强化标准实施与行业发展规划、改革任

务、专项行动等的协同推进，提出向消费者

明示服务标准、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

制、分批部署 150 个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等

任务。

在标准化能力建设方面，《方案》提出

推动将标准化知识纳入养老、家政从业人

员技能培训，建立以标准为支撑、覆盖从业

人员和服务机构的评价机制。

在标准国际化方面，《方案》提出促进

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国内国际标准衔接、

强化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支撑构建高标

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民政部、

商务部进一步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

系，加速服务标准提档升级，以标准引领养

老和家政服务业规范化、品质化、数字化、

融合化发展，形成标准化与养老和家政行

业联动发展新局面。

从根源上遏制违规学科竞赛

李

丹

寒 假 期 间 ，一 些 违 规 学 科 类

竞赛活动又有抬头之势。教育部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进 行 严 肃 查 处 ，并

发 布 提 醒 ，凡 未 列 入 教 育 部 公 布

的《2022—2025 学 年 面 向 中 小 学

生 的 全 国 性 竞 赛 活 动 名 单》的 均

属 违 规 举 办 的“ 黑 竞 赛 ”；所 有 竞

赛结果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

入 学 依 据 ，也 不 得 作 为 中 高 考 加

分项目。

寒假本应是学生休养身心、调

整学习节奏的良好时机，广大中小

学生可以借此机会锻炼身体、培养

兴趣，参与丰富的劳动实践活动。

但一些公司和个人通过公众号、微

信群等渠道散布“考试获奖，助力

升 学 ”等 谣 言 ，贩 卖 焦 虑 、非 法 敛

财，加重学生负担、损害孩子身心

健康，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而且涉

嫌诈骗。

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

负 担 和 家 长 承 受 的 经 济 负 担 ，自

2018 年《关 于 面 向 中 小 学 生 的 全

国 性 竞 赛 活 动 管 理 办 法（试 行）》

实 施 以 来 ，教 育 部 连 续 多 年 公 布

通 过 审 核 的 竞 赛 清 单 ，全 面 取 消

学前教育阶段各类竞赛和义务教

育 阶 段 学 科 类 竞 赛 ，大 幅 度 削 减

竞 赛 数 量 。 去 年 秋 季 学 期 开 始 ，

教育部更是公布了 44 项面向中小

学 生 的 竞 赛 活 动 名 单 ，以“ 白 名

单 ”的 形 式 严 格 规 范 管 理 竞 赛

活动。

从公布的“白名单”中可以发

现，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的各科奥赛等学科类竞赛仅面向高中学

段开展。将奥赛撤出义务教育阶段，并且强调竞赛以及竞赛产

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充

分彰显了教育部门落实“双减”的坚定决心。这将避免因竞赛

导致不良竞争，加剧学生的课外负担，能更好地促进学生五育

并举发展。

以往学科类竞赛之所以受“热捧”，根源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分

布不均。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早早“锚定”重点中学，及早获得名

牌大学的“入场券”，陪孩子转战各个竞赛活动，不惜付出大量时间

精力。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下，这种焦虑与迫切的心情

虽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要从根源上遏制违规学科类竞赛扩散

蔓延，还须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加快优质教育均衡发展，努

力开拓四通八达的成功赛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舞

台上发光出彩。

小额信贷助脱贫户增收
本报记者 赵 梅

“去年卖了 5 只羊，收入 3000 多

元。行情好的时候，小牛犊也能卖上

万元。”刚过完年，甘肃省定西市青岚

山乡花岔村村民张笔开始盘点去年

收入，并为今年做打算。张笔是边缘

易致贫户，父母年迈多病，妻子照顾

儿女上学，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2021 年 ，脱 贫 后 的 张 笔 享 受 到

5 万元小额信贷贴息贷款，修起了圈

舍，购买了 1 只基础母牛、6 只繁殖母

羊，在种地的同时搞起了养殖。去年

年底，张笔卖掉了繁殖的 5 只羊，基础

母牛也已受孕，他正期待着小牛犊早

日落地，牛羊都能卖个好价钱。

花岔村脱贫户王国仁不仅享受

到了两次小额信贷，还通过努力盖起

了大房子。2017 年，他利用 4 万元小

额信贷修起了圈舍。政府投放了一

头基础母牛，让他搞起了养殖，帮他

脱了贫。还清贷款后，2021 年他又续

贷 5 万元购买 5 头牛，扩大了养殖规

模。“我去年卖了 4 头牛，收入 4 万多

元，最多的时候养了 7 头。”王国仁一

边给牛喂饲草一边说，他想根据情况

再改良畜种，扩大养殖规模，“房子修

起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村上有 107 户办理了小额信贷，

续贷的有 39 户，共 182 万元。”花岔村

党支部书记黄得俭说，全村 279 户村

民，脱贫户95户，防止返贫监测户7户，

小额信贷解决了脱

贫人口产业发展的

资金难题。

甘 肃 省 乡 村

振 兴 局 产 业 开 发

处 处 长 孙 继 军 告

诉记者，甘肃在管

控逾期风险的基础上，强化政策衔

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打造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升级版——“富民贷”，

将支持对象由脱贫人口扩大到所有

农户，将贷款限额由 5 万元增加到 20

万元。截至去年 12 月底，甘肃省累计

发 放 小 额 信 用 贷 款 181.44 万 户 、

821.93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48.19 万 户 、

225.73 亿 元 ，2022 年 新 增 贷 款 22.22

万户、104.29 亿元。

“空调樱桃”受市场热捧
本报记者 苏大鹏

正 月 里 ，辽 宁

大连瓦房店市得利

寺镇气温直逼零下

10 摄氏度，而这里

的大樱桃却已经上

了市，最高能卖到

300 多 元 一 斤 ，许

多果农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近日，

记者走进得利寺镇芦屯村种植户李

长林家的樱桃棚探访。

一入樱桃棚，温暖的空气迎面扑

来，成熟的大樱桃红彤彤连成片，李

长林正忙着采摘樱桃。“节日期间，找

我们订樱桃的人格外多。”李长林说。

为何这里的樱桃能在天寒地冻

的季节上市呢？“通过精确控温，可以

让樱桃树休眠时间提前，能提早收获

大樱桃。”樱桃棚里，李长林指着空调

设备告诉记者。

2019 年 ，李 长 林 在 当 地 率 先 将

制 冷 设 备 引 入 大 棚 。 每 年 八 九 月

份，他用空调把大棚温度控制在 5 摄

氏度以下，让樱桃树提前进入 40 多

天的休眠期。此后，通过调节使大

棚温度逐渐升高，完全模拟樱桃的

自然生长环境。经过两年多摸索，

大樱桃成功在新春前上市，获得了

良好收益。如今，在李长林的带领

下，芦屯村一批村民种植起了“空调

大樱桃”。红红火火的大樱桃，如今

每年可为当地种植户额外创造近 3 万

元人均收入。

起初，高负荷用电对当地的农村

电网带来了挑战。2021 年，国网瓦房

店市供电公司在得利寺镇新立杆塔

302 基，新上变台 25 台，将 32.5 公里

裸导线全部换成绝缘线，为小镇樱桃

产业提供了强劲的电力保障。

有了稳定的电力供应，空调就可

以在大棚里大显身手。当地村民告

诉记者，反季樱桃和应季樱桃的品质

相同，虽然价格不菲，但一上市就受

到市场热捧，供不应求。

如今，得利寺镇越来越多的果农

开始从事反季节种植，卷帘机、自动

温控、除湿机、滴灌等设备也都进入

了大棚。得利寺供电所所长孙承洪

说，为保障供电，该所成立了共产党

员服务队，提供“一站式”服务，定期

上门为客户安装、检修电力线路及电

器设备，保证果农用上放心电。

合理增加信贷促消费回暖
（上接第一版）此外，多家商业银行还降低

了信用卡账单的分期费用。例如，春节期

间消费的账单，办理分期可享受 6 折利息

优惠，在部分商户分期消费可免除分期利

息等。

消费信贷要合理适当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

要求中，增加消费信贷的表述前有“合理”

二字。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在就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作深入解读时也提出，“适当”增加消费

信贷。

如何理解“合理、适当”？多位业内人

士表示，关键要把握好度。一方面，要善

用消费信贷，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丰富

消费金融产品、满足合理消费资金需求，

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工商银行牡

丹卡中心客户融资部总经理程翔说，接下

来将从四方面着手，助力消费升级。一是

紧贴汽车消费扩大趋势，为消费者提供汽

车分期服务，并给予利率优惠。二是围绕

养老、教育、医疗、文体、旅游等热点服务

消费领域，强化分期业务支持。三是做好

新市民等重点客户群体的分期服务，更好

满足他们在进城、落户过渡阶段的差异化

金融需求。四是做好电商平台和分期商

户的渠道建设，丰富客户在消费时的融资

选择。

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过度借贷”可能

引发的风险。“消费信贷不可过度增长，服

务对象并非越下沉越好。”董希淼说，金融

机构、互联网平台应采取措施，有效防范过

度下沉、过度授信带来的“不该贷”“过度

贷”等问题，进一步降低“共债风险”的发生

概率。

从金融管理部门的角度看，可在进一

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有效

的消费信贷约束机制，设置个人可借款的

机构数量、授信额度上限。“在互联网贷款

相关管理办法的政策约束下，互联网平台

的网络借贷、小额贷款可能转向‘助贷’模

式。为了防范相关风险，建议征信机构适

时推出个人‘共债’指数并出台相应的管理

要求，允许金融机构和助贷机构同步接入，

进一步对‘共债’风险开展预警与防范。”董

希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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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四川遂宁经开

区和恩泰有限公司半导体车间

生产线上，工人正加紧生产。

该企业拥有领先的 SIP 封装和

BGA 封装技术，年产能 5000 万

片存储芯片，出口率 90%以上。

刘昌松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