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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聚焦两会

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稳稳的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徐 蕾 孔德晨

经济总量突破11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全国上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

持全球领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迎来开门红。
早春时节，代表委员们再次相聚全国两会，畅谈一年奋进故事，点赞中国发展成就。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一份统计公报引起了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兆安的注意。

“透过《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巨大潜力。”张兆
安说，过去一年，国内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中国
顶住了压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全面实
现，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正如他所观察到的，2021年，中国经济持续稳
定恢复，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新突破，发展水
平再上新台阶。就主要指标而言，2021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8.1%，在全球主要经济
体中名列前茅；人均GDP达80976元，预计超过全球
人均GDP水平；货物贸易额、外汇储备余额位居世界
第一，服务贸易、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从经济增速领先到产业较快发展，从就业总体
稳定到物价温和上涨，从市场销售恢复到投资规模

扩大……回望这一年中国经济发展，代表委员们纷
纷称赞这来之不易的好成绩。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自然灾害等多重挑
战，去年农业生产仍实现全面丰收，粮食生产更是历
史性地实现‘十八连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
芳说，过去一年，围绕提升障碍土壤地力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需求，他和同事们奋力攻关，创建不同类型
土壤个性化障碍消减与地力提升技术模式，在江西、
广西、河南等多地推广应用，显著提升了耕地地力。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关
注到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54.5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4.9%。在他看来，2021年，我国消费和投资规
模持续扩大，内需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
力。“展望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大潜力，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重要支撑。过去一
年，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全国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4.2%，国家
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十二位，科技促发
展作用日益增强。

“一年来，明显感受到创新扶持力度在加大，
R&D经费支出的快速增加，有力支撑了原始创新和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为创新
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新平台。”全国人大代
表、海特集团董事长李飚对科技创新促发展的作用
深有感触，“以海特为例，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创新投
入占收入25%以上，目前已获得604项专利。特别是
我们承担了不少重点核心装备研发与制造任务，在
射频、微波领域定型产品过千款，为相关产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2021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8.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8.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6.0%；新能源汽
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52.5%、37.5%。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规模的持续增
长，更表现在质量的稳步提升和结构的不断优化
上。”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
学家杨成长表示，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增速，新消费、新服
务、新基建等新增长点加快形成，这些将进一步增强
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低碳
转型加快推进。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
辉说：“目前，我们已在国内外建立660多座光伏电
站，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他认为，
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将持续上升。

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创新活力不断释放

上亿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动力之源。2021 年，
新登记市场主体 2887 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2.5 万
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1.5亿户。在张兆安看来，
一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重点领
域改革有序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
快形成，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得到激发。

改革在深化，开放不止步。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冲击下全球经贸合作遭遇逆流，我国坚定不移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拓展对外开放范围、领域
和层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数据显示，2021 年，我
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达到25%
左右。

“8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就，已
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利共赢。截至2022年1月，
我国累计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朋友圈越来越大。”全
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健说，在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湖南省加强对海外湘商
的联系服务，成立15家驻外联络办公室，与
境外 78 家主流工商社团签订合作协议，
推动了对外联络工作取得成效。

过去一年，我国制度型开放高
地建设成效加快显现，综合保
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南自由贸易港 2021 年进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增长
24.3%、26.4%、57.7%。全国政协委员、海口海
关关长施宗伟表示，在自贸港政策红利带动
下，海南外贸发展势头良好。其中去年
进口增长 73.6%，有力助推了各国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接下来，海口
海关将积极支持海南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跨境
贸易通关便利，支持海南
自由贸易港高新技术
产业、跨境电子商
务、国际展会展
览等高质量
发展。”

2021年，中
央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36.3 万亿元，同比
增长19.5%；利润总额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3%。
效益增长创历史最好水平。尤
其是去年四季度以来，面对我国能
源供应持续偏紧的形势，能源央企开
足马力，在着力做好自身经营同时，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华电作为中央骨干能源企业，全力以
赴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稳定的电力热力供
应，圆满完成阶段性能源保供任务。自能源保供以
来，截至2022年1月份，公司供热量同比增长8.5%，增
幅在同类型发电企业位列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华电坚持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发挥各产业在新能源发展上的协同作用，大力推动风光电大基
地建设，2021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44.4%。

千帆竞发，奋楫者进。走进2022年，面对新机遇新挑战，能源央
企还应进一步稳增长促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重点做好“三个
聚力”：一是聚力稳增长，切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增强效益增长的
稳定性、可持续性；二是聚力促转型，紧紧围绕助力“双碳”目标，坚定不移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绿色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三是聚力保供应，着力增
强可持续的保供能力，提供安全稳定能源供给，以优异成绩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金 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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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2年2月27日，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对小麦喷施叶面肥。
李新义摄（人民视觉）

图②：2022年1月20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工人们正在智慧生产线上忙碌。
庄歌尔摄（人民视觉）

图③：2022年2月28日，在浙江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一艘集装箱轮即将起航，前往新加坡等“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 姚 峰摄（人民视觉）

图④：2022年2月8日，科研人员在位于陕西西安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空间光钟实验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图⑤：2021年10月25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夏新庄村的农户在田间收获水稻。 李秀清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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