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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1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上月略降0.1个
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2.2%，比上月
上升1.4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
间，表明中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

制造业PMI明显回升

11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0.1%，位
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加强能源供应保障、
稳定市场价格等政策措施成效显现，11月份
电力供应紧张情况有所缓解，部分原材料价

格明显回落，制造业 PMI重返扩张区间，表
明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加快，景气水平
改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表示。

从企业规模看，中小企业景气度有所改
善。大型企业 PMI为 50.2%，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中型企业 PMI
为 51.2%，比上月上升 2.6个百分点，高于临
界点；小型企业PMI为48.5%，比上月上升1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
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
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
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其中，生产指数
为52%，比上月上升3.6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

生产活动加快。新订单指数为 49.4%，比上月
上升 0.6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
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7.7%，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
降幅收窄。从业人员指数为 48.9%，比上月上
升 0.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
略有改善。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48.2%，比
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临界点，表明
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延长。

制造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从行业情况看，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
12 个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 3 个，制造业
景气面有所扩大。

供需两端均有回升。赵庆河表示，近期
电力供应能力持续提升，制造业产能加快释
放。其中，造纸印刷、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
备 、 电 气 机 械 器 材 等 行 业 生 产 指 数 高 于
56%，行业生产活动明显加快。新订单指数
为 49.4%，比上月上升 0.6个百分点，表明制
造业需求端较上月有所改善。

价格指数大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
格 指 数 和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分 别 为 52.9% 和
48.9%，明显低于上月，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降
至临界点以下，表明近期保供稳价等政策落
实力度不断加大，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得到遏
制。从行业情况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等行业的上述 2 个价格指数均明显

回落，降至临界点以下，表明部分基础原材
料生产行业的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回落
明显。

进出口指数继续回升。受世界经济持续
复苏、国外圣诞消费季临近等因素影响，外
贸景气度延续上月改善态势，新出口订单指
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48.5%和 48.1%，比上月
上升1.9和0.6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稳定恢复

11 月 份 ，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52.3%，继续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保持稳定
恢复。

建筑业扩张加快。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9.1%和 54.2%，比上月
上升 2.2和 1.9个百分点，建筑业生产和市场
需求均加快扩张。

服务业总体恢复有所放缓。赵庆河分
析，此轮多点散发疫情波及地区较多，部分
行业受到较大影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1%，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从行业情况
看，与制造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其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行业
业务总量增长较快；与接触型消费密切相关
的生活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降至临界点以
下。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8.2%，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表明多数企
业对近期服务业市场恢复信心总体稳定。

综合PMI产出指数持续扩张。11月份，综
合PMI产出指数为52.2%，表明中国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步伐有所加快。其中，构成
综合 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2%和52.3%。

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上月攀升0.9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回升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近年来，江苏
省苏州市加速构建
以生物医药、新能
源汽车、航空航天
产业等先进制造业
为标识的现代产业
体系，进一步提升
行业创新能力。图
为 12 月 1 日，检验
员在检测用于航天
领域的高端产品。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浙江加力仓储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生产的 5G 无
人叉车、AGV智能
导引车等高新技术
产品畅销长三角和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图为
日前技术人员在赶
制智能叉车产品。

谭云俸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2月2日电（记者孔德晨）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获悉，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 2021 年版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共计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59项，含准入类33项，水平评价类26项；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13项。目录中准入类职业资格关系公共利益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均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作为依
据；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社会通用性，技术技能要
求较高，是行业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确实需要。

从具体变化看，出入境检疫处理人员资格、乡村兽医资格、注册石
油天然气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除与公共安全、人
身健康等密切相关的职业工种之外，73项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全部退出目录，不再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精算师、矿业权
评估师、职业病诊断医师等专业性和社会通用性强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纳入目录；危险货物、化学品运输从业人员，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
等涉及人员资格的行政许可事项作为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纳入目录。

优化后的目录与2017年相比，职业资格减少了68项，削减49%，对
于进一步提高职业资格设置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降低就业创
业门槛，优化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公布

12 月 2 日，作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
大标志性工程，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正
式投入运营，标志着
该 机 场 实 现 双 航 站
楼 、 双 跑 道 运 行 模
式，掀开了高质量建
设海南自贸港空中门
户新篇章。

王程龙摄
（人民视觉）

12 月 2 日，记者从中国自行车协会在广州举办
的 2021中国自行车产业大会上获悉，2020年中国自
行车行业总产量 1.17 亿辆，同比增长 15.3%，2021
年总产量将突破 1.2 亿辆，是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
产和消费国。

产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行业作为重要的消费品产
业，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相关。中国自行车电动自
行车行业产值和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表示，几十年
来，从民族品牌到走向世界，从“三转一响”之首
到外交国礼，从重要出行工具到低碳生活，中国自
行车行业见证了新中国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2020 年，自行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收入超过
1502 亿元，同比增长 17.6%，利润增长 11.4%；今年
前三季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401.2
亿元，同比增长 23.7%，实现利润 62 亿元，同比增长
43.1%；预计2021全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将实现10%
以上的增长。

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近 3亿辆，
也是世界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消费和出口国。
2020 年电动自行车产量为 4126.1 万辆，同比增长
14.3%，其中出口201.8万辆，同比增长38.9%。

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刘素文介绍，今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自行车行业以数字化工程武装
产业链各个环节，以智能化改造引领产业生态系统
再造，通过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提升产品和品牌价值含量，向产业价值链中高
端延伸。

据 统 计 ， 中 国 自 行 车 出 口 呈 现 强 劲 增 长 态
势，2021 年前三季度自行车及零部件的出口额达
到 77.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9%，是近 5 年增幅
最高值。

在自行车整车出口的 6 种产品中，代表高端运
动、高附加值的“竞赛型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出口
增长强劲，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122.7%和 50.6%。
自行车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进一步提高，9月份出口整
车平均单价达到 71.2 美元，创历史新高，对美国、
加拿大、智利、俄罗斯等国出口量保持两位数增幅。

自行车零部件出口订单快速增长供不应求，其
中中高档变速器的出口平均单价接近 50美元，实现
了国产中高档变速器走出国门。

助力绿色交通强国建设

共享单车及电动自行车正日益成为打造低碳高
效交通体系、降低城市污染物排放的新兴出行方式。

2019年，“新国标”实施以来，全面提升了电动
自行车的安全性能。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
国锂电池电动自行车产量还不足 70万辆；“新国标”
发布及正式实施以来，2018年产量已增加到307.2万
辆，2019年为498.1万辆，2020年更是突破了1000万
辆。产量数据的变化和成倍增长的趋势，印证了锂
电化是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给新能源汽车配套的电池骨干企
业，看好锂电池电动自行车市场前景并纷纷进入，
进一步带动了产品研发和市场投入，锂电池在电动
自行车行业的应用进一步加快。

刘素文表示，在两轮产品天然的绿色属性基础
上，行业率先实现从生产端到使用端全面清洁化改
造，同时宣导两轮装备安全规范，营造智能便捷交
通场景，为实现自行车强国乃至交通强国目标提供
持续有力的支撑。

全国自行车行业年产量将突破1.2亿辆
本报记者 聂传清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二期投入运营二期投入运营

本报北京12月2日电（记者王俊岭） 记者日前从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
人寿着力开发适合乡村振兴和脱贫人口特殊人群的商
业保险专属产品，目前已完成包括“国寿乡村振兴团
体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国寿乡村振兴团体定期寿险”

“国寿乡村振兴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国寿乡村振兴团
体医疗保险”“国寿乡村振兴综合意外伤害保险”等在
内的多款专属产品研发。

据介绍，中国人寿积极运用新兴科技赋能传统保险
领域，不断提升保险服务质量。其中，种植险方面，中国
人寿依托“星、空、气、视、地”五位一体的种植业保险技
术体系，对承保标的物的生长进行全流程实时监控预
警，实现“按图承保”“按图理赔”；养殖险方面，中国人寿
运用生物特征AI识别技术，建立养殖企业、保险公司、无
害化处理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四方联动的“智能化、数
字化、去中心化线上共享运营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操
作，最快可在10分钟内完成审核并理赔。

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人寿承办防贫经
办项目已覆盖 1200万困难人口，防贫保险业务累计提
供风险保障 6449 亿元；政策性健康保险业务为 221 万
人次困难人口提供医疗费用补偿近22亿元，其中专属
产品美好生活精准扶贫保险产品覆盖520万困难人口。
与此同时，前三季度，中国人寿新增乡村振兴相关债
券投资达383亿元。

山东省滨州市沾
化区加快推进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建起全
国最大的“渔光一体”
单体项目。该项目每
年可发电 3.6亿度，年
产“盐田虾”370 吨，
助 力 农 民 增 收 和 乡
村振兴。图为 12 月 2
日，国网滨州市沾化
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在“渔光一体”光伏发
电项目基地进行日常
检修维护。

王 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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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陈鹏飞、吴融） 日前，
江苏省射阳县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
术节暨经贸洽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行。活动期间，20 个重大
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约
258 亿元；集中开工工业项目 19 个，
总投资123.3亿元。

射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集
中签约开工的项目主要涉及新能源、
电子信息、航空装备、新材料、高端
纺织、健康食品等领域，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射阳县经济发展水平。接下
来，将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
落户。

据悉，射阳县已连续 15 年举办
丹顶鹤文化艺术节，今年的活动集
中展示了鹤乡射阳经济、社会、文
化、旅游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成果。
期间，还举行了射阳智能装备创新研
究中心和吉林大学 （射阳） 汽车电子
研究院揭牌、第八届“最美射阳人”评
选、全域旅游 IP 发布及精品线路推
介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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