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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推动商务高

质量发展。稳字当头，我国在促消费、稳外

贸、稳外资上将如何进一步发力？如何更好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 1日举行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等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升级，服务美
好生活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去年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5%，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占比达 24.5%。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

长第一拉动力。

“但我们也看到，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

下行压力增大，今年稳消费压力不小。”王文

涛说，商务部将统筹疫情防控和消费促进工

作，千方百计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升级。

王文涛指出，餐饮、住宿、零售等基础性

聚集性消费受疫情影响最直接，这些行业的

困难也更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生存

压力。国家已经出台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

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要把这些纾困帮

扶政策落实到位。

“服务美好生活，打造消费升级平台。”

王文涛说，商务部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

首店经济、首发经济，壮大定制、体验、智能、

时尚等新型消费，发展绿色健康消费，更好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此外，商务部还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

下，继续组织开展消博会、汽车嘉年华等系

列促消费活动，稳住重点商品消费。

政策适当靠前发力，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

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首次

突破 6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王文涛表示，在 2021 年的高基数背景

下，今年外贸压力巨大，形势复杂严峻。全

球疫情起伏反复，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外需

市场面临不确定性。此外，原材料、大宗商

品供给仍未恢复正常，供应链瓶颈短期内预

计难以得到缓解。缺柜、缺工等问题持续困

扰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运价成本还维持

在较高水平。

“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政

策适当靠前发力，实施跨周期调节稳外贸、

市场多元化、外贸供应链畅通、外贸创新提

质等四个专项行动，多措并举稳外贸。”王文

涛说，从今年前两个月来看，外贸基本实现

“开门稳”。

王文涛说，商务部将推进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建设，支持加工贸易稳定发展，深入推

进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国际物流、结算畅

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上下游协作。

在推进外贸创新发展上，将建设完善海

外仓网络，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培

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地区）；建设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一批全球贸易数

字化的领航区，同时发展绿色贸易。

保稳促优，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及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 布 局 调 整 ， 全 球 跨 国 投 资 波 动 还 是 很

大。但中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稳定增长。”

王文涛说，2021年中国吸收外资首次突破 1
万亿元人民币，近十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

增长。

王文涛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放宽外资

市场准入，同时发挥好一些开放平台的招商

引资作用，利用重大展会促进更多项目对

接，吸引项目签约落地。

“近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总体

持续优化，但我们也注意到，制造业引资规

模和占比出现下降趋势，2021年规模比 2019
年 减 少 了 4.6% ，制 造 业 引 资 比 重 下 降 到

19.4%，这要引起高度重视。”王文涛说。

他表示，商务部将推动强化对制造业吸

引外资的支持力度，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绿色发

展等领域。此外，支持中西部地区发挥自身

优势，培育新的产业，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

度转移，打造引资的新增长极。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
制度型开放

王文涛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实施自贸区

提升战略，有效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机制性保

障，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去年我们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DEPA），这体现了我们进一步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体现

了我国加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

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真诚意愿。”王文涛说。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CPTPP 是一

个高标准的国际经贸协定，加入 CPTPP不仅

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国内深层

次改革，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助于

CPTPP 现有 11 个成员国扩大与中国在货物

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我们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为区域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

复苏作出努力。”王受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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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1.6%和 51.2%——

这是 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2月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

合 PMI 产出指数，均持续位于扩张区间，分

别高于上月 0.1、0.5 和 0.2 个百分点，表明我

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恢复发展态势，景气水

平稳中有升。

制造业市场需求景气度回升

从 分 类 指 数 看 ，制 造 业 生 产 指 数 为

50.4%，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但仍高于

临界点，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扩张有所放

缓；新订单指数为 50.7%，比上月上升 1.4 个

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市场需

求景气度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受春节假期因素影响，

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张放缓，而新订单指

数重回扩张区间，表明节后制造业市场需求

释放有所加快。

“综合研判，经济回升态势比较明显，这

主要得益于稳增长相关政策的加快落实。”

张立群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说，随着春节过后制造业生产活动

逐步恢复常态，近期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平

稳增长政策措施落地，企业市场预期进一步

提升，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8.7%，高于

上月 1.2个百分点，升至近期高点。

从行业情况看，调查的 21个行业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景气区间，其中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

行业连续两个月位于 60.0%以上高位景气区

间，相关行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强。

数据还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装 备 制 造 业 PMI 分 别 为

53.1%和 51.4%，高于上月 1.2 和 1.1 个百分

点 ，新 动 能 继 续 发 力 ；消 费 品 行 业 PMI 为

51.8%，高于上月 1.6 个百分点，假日消费带

动作用明显；高耗能行业 PMI为 48.3%，低于

上月 1.4 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景气水平低

位运行。

非制造业总体恢复有所加快

数据显示，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1.6%，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表明

非制造业总体恢复步伐有所加快。

分 行 业 看 ，建 筑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57.6%，比上月上升 2.2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2 月份采购计划与 2021 年同期相比略

有增长。”从事钢材采购已有 10 多年的中铁

建工物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阳桥说，比较

看好今年市场终端用钢需求，目前采购钢材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安置房、保障房项

目建设。

赵庆河说，受近期稳投资政策加快推

进，部分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项目适度超前

开展等因素带动，建筑业企业对行业发展预

期向好。服务业延续恢复态势，但与往年春

节月度相比，景气水平偏低。

数 据 显 示 ，非 制 造 业 新 订 单 指 数 为

47.6%，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

点，表明非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放缓。分行

业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55.1%，比上月上

升 1.8 个 百 分 点 ；服 务 业 新 订 单 指 数 为

46.3%，比上月下降 0.5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分析称，春

节月份批发业淡季回调以及疫情对部分行

业的影响导致市场需求短期释放动力不足，

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小幅下降。随着投资需

求释放和疫情影响缓解，以及相关政策带动

下，非制造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运行。

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 59.6%，比上月上升 2.9 个百分点，表明

受节后市场逐步恢复，以及扶持服务业困难

行业恢复发展的多方面纾困政策等影响，多

数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较为乐观。

仍需推进助企纾困等政策落实

2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2%，比

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步伐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大、中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1.8%和 51.4%，高于上月 0.2 和 0.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均有所上升。小型企业

PMI 为 45.1%，低于上月 0.9 个百分点，景气

水平低位回落，意味着小型企业节后复工复

产相对滞后，生产经营压力依然较大。

赵庆河表示，虽然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

回升，但企业生产经营中仍存在诸多突出问

题，反映原材料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资金

紧张问题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60.2%、36.3%和

32.0%，均比上月有所增加，当前仍需推进助

企纾困等政策落实，为制造业稳定增长提供

有力支撑。

张立群也指出，制造业中小企业新订单

指数仍在荣枯线以下，表明需求不足矛盾仍

比较突出。应该继续落实好扩大内需的各

项政策，充分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数据还显示，制造业价格指数涨幅较

大。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

指数分别为 60.0%和 54.1%，高于上月 3.6 和

3.2个百分点，均连续两个月明显上升。

张立群说，价格类指数提高，表明经济

全面恢复过程中，确保供应链稳定的任务仍

十分繁重。要确保煤电油运供给安全，确保

大宗原材料供给稳定。要充分发挥好市场

机制对产品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统筹协调

好保供稳价与节能减排工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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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升，2月经济先行指标继续传递积极信号
□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魏玉坤

稳字当头，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这样发力
□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

中非贸易疫情下再创新高，凸显中非经贸合作韧性。这是 2021年 11月 22日在南非北开普省德阿镇拍摄的中国龙源电力集团南非公司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风机。

新华社记者 吕天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