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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月 27 日电（记者赵文君）
我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迈上 1 亿户台阶，
实现历史性突破。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
在册个体工商户已达 1.03 亿户，占市场主体
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九成集中在服务业，
主要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等业
态为主。
　　这是记者 27 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的。尽管受到近两年来疫情影响，但个体

工商户总体发展平稳。市场监管总局统计
显 示 ，2 0 2 1 年 全 国 新 设 个 体 工 商 户
1970.1 万户，同比增长 17.2% ，超过了从
2012 年到 2021 年年均 11.8% 的增速。
　　“2021 年个体工商户新设退出比为
100：50，与近几年数据基本持平，并未出
现大规模市场退出潮。根据调查显示，个体
工商户平均从业人数为 2.68 人，以此推算，
全国个体工商户解决了我国 2.76 亿人的就

业。”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蒲淳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到 1.54 亿
户，同比增长 11.1%。在优胜劣汰机制作用
下，我国市场主体总体质量得到提升，2021
年企业活跃度基本保持在 70% 左右。
　　从各类市场主体的情况看，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住宿和餐饮业加速恢复，2021

年新设市场主体 305.9 万户，略超 2019 年
304 万户的水平，较 2020 年增长 14.8%。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加速恢复，新设市场主体
52.3 万户，同比增长 44.1%，远超 2020 年同
比增长 0.4% 的水平。
　　外商投资企业延续了 2020 年下半年以来
企稳回升的发展态势，2021 年新设 6.1 万户，
同比增长 23.3%，充分显示出我国营商环境改
善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我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历史性突破 1.03 亿户

  ▲ 1 月 26 日，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青海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工人
拧紧装置阀门。
  涩北气田地处柴达木盆地东部的戈壁，是“涩—宁—兰”管道的气源地和

“西气东输”管道的主要接替气源之一，平均海拔 2780 米。该气田承担着青
海、甘肃、西藏、宁夏四个省区多个城市的供气任务。随着极寒天气到来，为保
证民生用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青海油田公司采气一厂的工人们加强
安全管理，24 小时不停歇保障供气安全。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本报记者许雄

　　“ 73063 次 17 道发车开放信号。”“东
11 道两头申请开锁！”近期全国多地连续普
降雨雪，叠加春节临近，发电取暖用煤需求
增加。山西北部，塞外大同，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风雪中，御河东岸的大秦铁路起点湖
东站调度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指令声连续
不绝。
　　“这几天降雪降温，加上快过年了，全国
各地煤炭需求量大，我们的工作就更忙了。”
调度指挥中心里，湖东站站长林建民边嚼着
手中的馒头边对记者说道，语速很快。他看着
面前 48 台显示屏上不断变化的红、蓝线条介
绍，“红色是装好煤炭的待发列车，蓝色是腾
空的线路股道，我们需要尽快编发，让列车快
去快回，多运一车是一车，现在工间餐都是直
接送到调度指挥中心。”
　　 1 月 21 日，山西境内出现降雪，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北车辆段冒雪作
业，对车辆各部位状态仔细检查，确保春运期
间电煤列车安全运行。
　　大秦铁路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秦皇
岛，承担着全国铁路煤炭总运量的 1/5，是我
国“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煤炭从沿海港口
再海运到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为当地发电
取暖贡献能量。
　　“大秦铁路上跑的列车是全国最长最重

的列车。”27 岁的湖东站信号员杨化龙，说
话时双眼也不离开显示屏，鼠标不停点击，
为一趟趟列车排列着径路。“我们每天发出
的 2 万吨重载列车就有 50 多趟，加上 1 万
吨、1.5 万吨，一天约 90 趟，一分钟也不敢
分神。”他说。
　　每天 100 多万吨煤炭从这里送往全
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六大电
网、五大发电集团和上万家工矿企业。去
年 10 月起，全国铁路开展发电供暖用煤
运输保供专项行动以来，大秦铁路运送煤
炭超过 1.3 亿吨，并在去年以全年 4.21 亿
吨的运量蝉联了单条铁路线最高年运量
的桂冠。
　　大秦铁路沿线地形复杂，有 52 个隧
道，454 座桥梁，超过 12 ‰的连续长大坡
道近百公里。2 万吨重载列车像一条钢铁
巨龙，长 2.6 公里的“龙”身在桑干河畔、燕
山腹地常常同时扭出三四条曲线、七八个
起伏。“要在大秦铁路开好重载列车，不仅
需要技术，更是一种艺术。”全国铁路首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重载司机景生
启介绍说。
　　为让重载列车运行既安全又高效，景
生启结合不同车型、不同车底、不同煤种、
不同动力、不同气候，解算出不同的驾驶手
法。他驾驶的重载列车平稳如高铁，各个路
段的车速与实验室计算的最佳结果高度重

叠。“达标达速才能提高机车车辆周转效
率，每天多开一列，就可以多运出 2 万吨
煤。”景生启说。
　　在距离湖东站 100 多公里处，大同工
务段王家湾线路车间的线路工张双平在严
寒中一步一弯腰，用道尺检查着线路，他身
旁跟着的“00 后”李世杰不停在小本上记
录着检测数据。
　　王家湾线路车间担负着大秦铁路最
艰险地段的维修养护任务，所辖 52 公里
的线路桥隧相连，大型养护机械进不去，
全靠人工养护保障大秦铁路的安全稳定
运行。
　　“我已经在这里干了 20 多年，李世杰
去年刚和 5 名‘00 后’孩子来到这里报到。
老辈话都讲，这边‘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
跑，媳妇不好找’。”张双平说。
　　李世杰从没想到会来这么荒凉的地方
上班。“有一阵子，真的很想家。”不过，去年
全国多地因缺煤而拉闸限电，让他有了触
动。“大秦铁路这么重要，我一定要守护好
它，就像一颗道钉钉在这里。”
　　 1 月份前 25 天，大秦铁路累计运输
煤炭 2744 万吨，对口供应的秦皇岛港、唐
山港、曹妃甸港存煤保持在 1500 万吨以
上，所供电厂存煤可耗天数平均保持在 17
天以上 ，有力保障了群众温暖明亮过
春节。

他们雪中送“炭” 点亮万家灯火

　　新华社北京 1月 27 日电（记者于佳欣、
王雨萧）2021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3.1 万
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首次突破
10 万亿元，达 10.8 万亿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
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他介
绍，2021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5% ，对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 23.6%。网络零
售市场保持稳步增长，成为稳增长、保就业、

促消费的重要力量。
　　高峰说，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
2021 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呈现几大特
点———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健康、绿色、高
品质商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
示 ，家 居 智 能 设 备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90.5% ；智能腕表、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
用 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 6 . 3 % 、
2 6 . 8 % 。户 外 用 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0.8% ，其中帐篷、滑雪装备、冲浪潜水
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57.0% 、55.2% 、
3 9 . 2 % 。有 机 蔬 菜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27.6% 。不少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非遗特色产品成为新的国潮商品，销售
额同比增长 39% 。
　　服务业电商创新发展势头强劲。高峰
介绍，在线餐饮整体增速加快，销售额同比
增长 30.1%，增速比上年提高 27.9 个百分
点。在线文娱市场快速恢复，在线文娱场次

数同比增长 1.2 倍。
　　农村电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3%。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元，
同比增长 2.8%。
　　跨境电商平稳较快发展。海关数据显
示，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1.98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5% ；其中出口 1.44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4.5%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带动作
用明显，有力推动跨境电商平稳较快发展。

去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首次破 10 万亿元

冬日戈壁采气忙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郭宇靖、彭翔宇）北京市发展改
革委 27 日发布 2022 年“ 3 个
100”重点工程，总投资约 1.2 万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2802
亿元。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更加突出科技创新、
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城市
更新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稳定
投资运行、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城
市发展的品牌效应和示范引领
作用。
　　“ 3 个 100 ”重点工程包括
100 个重大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
业项目、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和 100 个重大民生改善项目。
　　 100 个重大科技创新及高
精尖产业项目，包括怀柔科学城
科教基础设施项目等重大科技设
施平台集群项目 7 个；小米汽车
等先进制造业项目 33 个；大兴
临空经济区国际航空总部园等金
融业、服务业扩大开放项目 14
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
3.0 等数字经济项目 14 个；通用
人工智能产业园等科技创新空间
资源项目 21 个；乐高乐园等文
化旅游项目 11 个。
　　 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市郊铁路亦庄线工程等铁
路、高速公路项目 16 个；轨道交
通项目 11 个；站城一体化交通
枢纽项目 11 个；城市道路及交
通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28 个；能
源、水务、固液态废物处理等市政
设施项目 34 个。
　　 100 个重大民生改善项目
包括政策性住房项目 8 个；北京

第四实验学校等教育项目 22 个；医疗养老项目 23
个；中国杂技艺术中心等文化体育项目 17 个；绿化项
目 11 个；城市应急保障设施项目 11 个；老旧小区改
造及街区更新项目 8 个。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3 个 100”
重点工程精心筛选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投资项目，将适度超前开展
基础设施投资，系统性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
支持力度，力促城市更新形成千亿规模投资增长极。
　　据了解，2022 年“3 个 100”重点工程，包含 120
个新建项目和 180 个续建项目，力争当年竣工项目 69
个。其中，以民间投资为主的社会投资项目占比超
50%，投资额占比逾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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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胡旭）《四川省抓项目促投资
稳增长若干政策》日前出台，该政策从加大项目前期工
作激励、支持专项债券项目大幅形成实物工作量、支持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 7 个方面提出具体措
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发挥投资对经济稳增长关
键作用。
　　该政策提出，对 2022 年新开工和加快前期工作
的省重点项目，2022 年 3 月底前实质性开工的，给予
单个项目业主激励资金 50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底，2021 年度发行的专项债券财政支出进度 100%、
2022 年一季度发行的专项债券财政支出进度 80% 以
上的地区，增加 2022 年后续新增专项债券分配额度。
　　该政策提出，对国家和省“十四五”规划确定 2023
年以后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提前到 2022 年开工的，
省级统筹协调资金配套和要素保障；对论证多年、方案
比较成熟的重大水利工程，积极争取国家尽快批复，推
动尽早开工；对纳入“十四五”规划优先建设的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行启动地方配套项目建设。
　　同时，该政策提出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对
纳入本级及以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
区域规划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再审批项目建议
书。对改扩建项目和建设内容单一、总投资 1000 万元
以下、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合并编制、审批项目建
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
　　在用地和用能保障方面，该政策提出，列入国家重
大项目清单的项目，以及纳入省重点项目清单的能源、
交通、水利、产业等单独选址项目，用地计划指标由省
级统筹协调，应保尽保；对年综合能耗 5 万吨标准煤

（等价值）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时可不
开展能耗等量减量替代。

四川出台 7 条措施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新华社北京 1月 27 日电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布数
据说，2022 年伊始，众多经济体面临疫情持续和通胀
高企等压力之际，全球投资者正涌向中国，把中国市场
当做投资避风港。
　　路透社 26 日援引相关数据报道说，全球基金经
理们正积极投资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今年前三周，
中国股市的外资日均净流入额创下新高，达到 4.13 亿
美元。中国稳健积极的调控政策和较小的通胀压力持
续为外国投资者注入信心。
　　宏利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组合高级主管葆拉表示，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通胀水平运行在合理区间，债
券市场避险性好。
　　铭基亚洲公司投资组合策略主管戴维·戴尔说，中
国市场估值位列风险最小之列，在主要市场中最具吸
引力。

多家机构指出全球投资者

视中国市场为避风港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7 日电（记者魏玉
坤）多重风险挑战下，
中国工业经济持续稳
定 恢 复 ，企 业 利 润 实
现 较 快 增 长 。国 家 统
计 局 2 7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2 0 2 1 年 ，全 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87092.1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4.3% ，比 2019 年增
长 3 9 . 8 % ，两 年 平 均
增长 18.2%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近八成行业利润实现
增长。2021 年，在 41
个 工 业 大 类 行 业 中 ，
有 3 2 个 行 业 利 润 较
上年增长，占 78.0% ，
行业增长面较上年扩
大 14.6 个百分点。
　　装备及消费品制
造 业 利 润 均 较 快 增
长。2 0 2 1 年 ，中 下 游
的 装 备 制 造 业 、消 费
品制造业利润较上年
分 别 增 长 1 6 . 3 % 、
2 4 . 6 % 。随 着 消 费 需
求 持 续 恢 复 ，七 成 以
上消费品行业利润较
上年增长。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
用 较 为 突 出 。2 0 2 1
年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利
润 较 上 年 增 长
4 8 . 4 %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3 1 . 4 % ，占 规 模 以
上工业利润的比重较
2020 年、2019 年分
别提高 2.1 和 4 .2 个
百 分 点 ，展 现 较 强 发
展活力。
　　分季度看，2021
年 一 、二 、三 、四 季 度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 3 7 . 3 % 、3 6 . 0 % 、
14.3% 、12.3% 。国家
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
计 师 朱 虹 分 析 ，受 高
基 数 等 因 素 影 响 ，同
比 增 速 前 高 后 低 ，但
与 2019 年相比，各季
度利润两年平均分别
增长 22.6% 、19.4% 、
15.1% 、16.5% ，均保
持 较 高 增 速 ，企 业 效
益 向 好 形 势 进 一 步
巩固。
　　“ 2021 年工业企
业 利 润 实 现 较 快 增
长，效益水平稳步提升。但也要看到，11
月、12 月利润增速明显回落，下游行业尤
其是小微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亏损企
业数仍然较多，亏损额同比增长较快，工
业 企 业 效 益 状 况 持 续 改 善 存 在 压 力 ，
2022 年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仍面临诸
多挑战。”朱虹说。
　　朱虹表示，下阶段，要着力提升制造
业核心竞争力，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落实好减税降费、保供稳价等政策，大力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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