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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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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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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汪海月

兔年春节刚过，浙江多家重点外贸企业赶赴贵州
跨省招工，广东安排返岗免费专列和专车实现接人返
岗无缝衔接，江苏人社部门为120名来苏务工人员提
供“点对点”包机服务……各地纷纷抢抓复工机遇，力
求为新一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乘势而上“拔得头彩”。

招工“先人一步”，抢抓“复工先机”，反映了各地全力
拼经济的信心决心，也是众多企业订单增长、用工出现缺
口的市场选择。兔年新春佳节，中国国内游出游超3亿人
次，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67亿元，无论是旅游热还是消
费潮，都体现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发
展的信心，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稳用工才能稳生产、稳企业、稳经济，从而进一
步稳就业、稳民生。当前正是节后复工复产的关键
窗口期，需要各地各部门打好政策“组合拳”，进一步
释放好“政策红利”，全力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拓岗各
项举措，继续全面实施就业领域的“降、缓、返、补”系
列政策，优化调整就业举措，特别要加大对就业容量
大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稳岗扩岗的支持
力度，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

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
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凸显。各地区各部门需要突出抓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强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零
就业家庭等群体兜底帮扶，积极主动解决返岗务工人
员遇到的困难，想方设法解决一线工人、专业技术人员
短缺等“招工难”问题，更好提振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

就业关乎千家万户，更关乎国计民生。2023 年，
随着疫情防控优化政策和稳经济各项举措进一步落
实，我国经济将持续恢复，就业市场也将出现新的变
化：更多的就业岗位、更新的职业模式、更高的技能
需求……更多人将有业可成、有梦可期，也将加快恢
复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为实现新一年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打下更为牢固的基础。

春光无限好，奋进正当时。当下，各地已吹响返
岗复产的集结号，全国上下正在共同努力，巩固和拓
展经济运行回升势头。新的一年，让我们脚踏实地，
勠力同心，以实际行动奋力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招工复产稳就业
抢抓机遇促发展

元宵佳节将至，各地开展猜灯
谜、赏花灯、社火表演等活动，热热闹
闹迎接元宵节。

上图为1月30日，甘肃省阿克塞
哈萨克族自治县社火队在进行太平
鼓表演。

左图为1月30日，甘肃省阿克塞
哈萨克族自治县社火队在进行舞龙
表演。

新华社发（马晓伟 摄）

喜迎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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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1月31日电（记者
周润健）2月“天象剧场”上新，月亮
唱主角，“嫦娥”站“C”位。不仅有年
度“最小满月”，金星、木星和火星还
将依次与月亮上演“星月童话”。

2月2日，近期引发公众关注的
C/2022 E3彗星将过近地点。“在光
污染较小的地方，有经验的观测者
可尝试观测和拍摄这位神秘的‘天
外来客’。2月11日，该彗星还会在
火星旁经过，二者相距不到1度，感
兴趣的公众届时不要错过。”中国天
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修立鹏说。

2月 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又
是一年赏月时。癸卯兔年元宵节是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最圆时刻出
现在2月6日2时29分。巧合的是，

这轮满月还是2023年度13次满月
当中最小的一个。“公众若想赏月，
不必非要等到月亮最圆的那一刻，
元宵节傍晚赏月更佳，月亮刚刚升
起，显得又圆又亮。”修立鹏说。

2月，金星、木星和火星这三颗
明亮的行星依然是星空中的主角。
其中，以“长庚星”姿态现身的金星
会出现在西南方低空，人们能轻易
地在傍晚的余晖中找到它。

2月 22日，金星合月。“通常情
况下，月球和金星的亮度是整个天
空中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自然天
体。当两者近距离相伴时，星光与
月光交织在一起，视觉效果非常
好。”修立鹏说。

2月 23日，木星合月。与前几
个月相比，木星的亮度虽然已在下
降，但仍有-2.1等左右，依然是夜空
中不容忽视的存在。“本次合月发生
在23日6时，我国不可见，不过感兴
趣的公众可在22日、23日晚观看木
星伴月。由于木星的亮度仅次于金
星，这幕‘星月童话’非常值得一看，
尤其是金星落入地平线以后，木星
会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修立鹏
说。

2月28日，火星合月。“在2月，
火星虽然没有金星和木星那么明
亮，但肉眼看上去，微微泛红，特征
很明显。当晚，如果天气晴好，这幕
星月近距离相伴的场景值得一观。”
修立鹏说。

2月天宇将上演年度
“最小满月”和多场“星月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