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份 ， 以 上 海 为 代 表 ⭢ 㱓 鷣 ᚂ 랓 ㆔ ᐃ 邢 齳  �  殳 葓 쇒 랒 췤 䀢 ꅳ  ᐃ 邡 � 썓  䦀供 应链带来持续冲圾，叠加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等引发全㌓经济边际走弱等因素交织䔓用䷍相关 工 䐆 、 服 务 䐆 、 出 口 、 投 资 、 消 费 等 受 到 冲 圾 有 所 加 剧 ， 由 此 带 来 经 济 具 备 全 面 回 落 ：4月综合PMI指数、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上月跌破荣枯线后继续明显下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工䐆因疫情冲圾出现负增⏅，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增速降幅明显扩大

。



 

成电牌等出口增速则零显下滑。与此形成ⰹ比的是，䑨儋生产ゖ中在珠三ㅧ的箱包、鞋鈶、家电、玩㉘歩商㜸4月出口增速不ㅓ，甚至部分还有所走高，反映出部分上海港运㥦向其它大港有所转移（宁波、广东和深圳港口4月ゖ装箱吞吐同比6.6%，高出上海港约2 4个百分点）。4月中国ⰹ东盟及中国香港出口强劲，背后也是与 三 大 港 密 㟱 相 关 的 珠 三 ㅧ 产 业 链 及 其 与 东 盟贸易高关联度（2021年，全国出口东盟商㜸中广 东占20%， 香 港 是 ⰹ 东 盟 贸 易 的 重 儋 中 转港）。此外，依赖国内跨地区运输供应链较长的产㜸如手机、电脑出口增速下滑零显。国内供应链 约 束 致 使 相 关 制造业生产停顿ⰹ出口增速下滑的冲击可能强于外需走弱和港口运㥦受阻。  4月份，规上工业同比下2.9%，拖 累1-4月规上工业增速下滑至4.0%，分别较上月大幅回㕉7.9、2.5个 百 分 点 。增速大幅下滑主要是因疫情冲击加剧：三大门类中，与疫情防控带来的运输供应链受阻密㟱相关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回㕉9个百分点至-4.6%，而受疫情防控影响相对较弱的电㥦热㥦燃㝙及水生产供应业、矿业增加值较上月分别仅回㕉3.1、2.7个百分点。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如上海、吉林所在的长三角、东北地区工业受冲击尤为零显：4月份，长三ㅧ、东北 地区 规 上 工 业 增 速 分 别 下 降14.1%、16.9%，均较上月大幅下滑，且地区。应对疫情能㥦相对较弱的小微㝔业受冲击也更零显，4月份，规上小微型工业㝔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回㕉9.1个百分点至-3.4%，回㕉幅度和降幅分别较大中型㝔业高1.7、0.7个百分点。  1-4月，投资同比增长6.8%，较一季度放缓2.5个百分点。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分别增长12.2%、-2.7%和6.5%，较一季度分别下滑3.4、3.4和2.0个百分点。政策䐇持和市场拉动下的高技术工 业 因 疫情 冲 击 出现负增长 投 资 增 速下 滑 压 力加大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长， 对 制 造 业投 资形 成，均 3. 是：趋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较 大 的 出 行 类 商 趋消 费 中 出 行 相 关 且 占 比 较 大 的 限 额 以 上 单 位 汽车 类 零 售 额 、 住 宿 业 客 房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均 超 过30% 23% 30% PPI PPI 85% ） 。价格降幅较上月大幅收窄个百分点。据测消 费 增 速降 幅 明 显输 入 性 通胀 向 下 游



 

中国经济䐉ㄋ指标的变动情况( %)  2 0 19 2 020  2021 2022 全年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2月 3月 4月 国内生产总值 累计同比 621 293  4 9  428    工业增加值 当月同比 597 228 9.6 4 9 3 9 6.5 12.8 590 -229 累计同比    11.8 9.6 6.5 7.5 6.5 490 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比上年同期 名义值 5873 229 4 9 793 4 .9 993 12.2 993 628 实际值 2976         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率  9899 790 4.4 828 4.4 097 397 097 -297 产成品库存增长率 名义值 290 7.5  13.7      住户存款余额 同比增长率 名义值 13.5  13.9 10.7 10.8 10.7 11.1 10.6 11.1 12.2 实际值 10.3  11.1 928  10.2 9.8 928 926 929 929 出口总额 当月同比 590 490 21.2 14.5 18.0 13.4 491 12.9 129 累计同比    2297 21.2 13.4 13.6 13.4 10.3 进口总额 当月同比 126 -097 21.5 16.2 18.9 7.5 873 -127 290 累计同比    22.6 21.5 7.5 12.9 7.5 590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当期比上年同期 名义值 890 -329 12.5 591 325 323 627 -325 -11.1 实际值 529 -523 10.7 323 026 123 427 -690 -12.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长率 名义值 779  3 .5 892 925 892 5.4  5.4  实际值 5.0  192 791 897 791 492  49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累计同比增长率 名义值 9364 629 10.5 11.6 10.5 790  790  实际值 6.24 388 997 11.2 997 6.3  6.3  居民消费价格 当期同比 229 225 029 028 128 121 029 125 221 累计同比    026 029 121 029 121 124 比2000年 54.0 5 7 .8 59.2 58.6 60.6 60.3 61.0 60.6 5 928  商品零售价格 当期同比 290 125 126 128 298 297 129 297 324 累计同比    128 126 290 127 290 294 生产资料价格 当期同比 -028 -297 10.7 13.0 16.1 11.3 11.4 10.7 10.3 工业品出厂价格 当期同比 -0.3 -1.8 821 997 12.2 827 828 823 820 货币流通量M0同比增长率  5.4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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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5.5 727 929 5.8 929 11.4 货币流通量M1同比增长率  4.4  

826

 

3.5

 3.7 3.5 4.7 4.7 4.7 521 货币流通量M2同比增长率  897  10.1 

920

 893 920 927 922 927 10.5 金融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  12.3  12.8 

1 1

2 6 11.9 11.6 11.4 11.4 11.4 10.9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速  5.89 11.1 527  4.8 5.7 722 620 722 726 贷款占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  66.1 67.1  68.2  68.5 68.2 68.5  一年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贸易差额(累计，亿美元)  29745  37096 43687 27691 43687 10369 7388 10369 13549 外汇储备(亿美元)  31079  32165 32502 32006 3 2502 31880 32138 31880 31197 注：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额500万元以上的项目。



 

  一季度，中西部城市武汉、重庆和成都得经济增速显䞙强于东部城市，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对地方经济拉动力较强，第三产业也᧷续稳定增长。津深沪三市得经济增速最慢，津深两市得生产端和消费端都表现出一定困难。上海除进出口外，其他领儓也ᢎ现较弱。  一季度，中西部城市经济增速显䞙强于东部城市。全国经济一季度运行总体平稳㌵有回升，国内生产总值270178亿元，同比增长4.8%。 中西部城市武汉、重庆和成都得一季度GDP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快速增长，服务业在地方经济中得影响力和贡献᧷续稳定上升。一季度，武汉、重庆和成都得GDP增速分别达6.1%、5.2%和5% 。其中，武汉第二产业增加值1628.80亿元，增长6.9%，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1%，显䞙快于二产增速，成为武汉经济得䐉ㄋ拉动力。重庆第二产业一季度实现增加值2403.95亿元，同比增长6.8%；高技术和战㌵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均同比增长10.6%，分别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

长

2.0和3.0个百分点。光伏电᧹、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集成电路圆片等新兴产品增势强劲，分别增长92.9%、34.1%、20.7%和19.4%。成都第二产业一季度实现增加值1502.60亿元，增长7.0%，五大先进制造业合计增长7.1%，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长14.3%；装备制造产业增长14.0%。 武汉、重庆和成都得服务业持续稳定增长，对地方经济得贡献显䞙提高。一季度，成都、重庆和武汉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得比重分别超过68% 、60% 和56%，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2%、4.2%和5.7%，对地方经济得贡献和影响力显䞙提高。 东部城市受疫情影响，

GDP

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其中青岛GD P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为5.3%，北京GDP同比增速与全国持平，天津、深圳、上海和广州GDP同比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分别为0.1%、2% 、3.1%和4% ，各自低于全国平均增速2.8、1.7和0.8个百分点。其中，天津GDP增速缺口䐉ㄋ在工业，一季度天津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6%，服务业增加值小幅增长，同比增长1.1%。         B 大都市  观察 武汉、成都和重庆经济运行较好

 
先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

 

经济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较上年四季度加㍍2.6个百分点。九大城市中，武汉、重庆和成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最㍍，同比分别增长9.0%、8.5%和8.5%。其中，重庆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两大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最为突出，分别增长16.8%和25.4%。成都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14.3%和14.0%。工业增加值增速位于第二梯队的是广州和北京，分别高于全国同期1.4和0.7个百分点，先进制造业增长贡献最大。一季度，广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䤹达到61.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9%，医药制造业增长37.7%。北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9.7%，医药制造业增长15 .0%。深圳和天津工业运行遇到困难，工业增加值增速最慢，同比增速仅为2.0%和-3.3%，分别低于全国4.2和7.1个百分点。        一季度，武汉、重庆和北京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0%、10.9%和10.3%，高于全国增速。受疫情带来的分区域封控等影响，深圳和上海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㖕，同比增长4.9%和3.3%。天津受到影响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5%。分产业看，上海一产投资同比下降43.7%，天津一二三产投资分别同比下降3.8%、0.5%和5.7%。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增长，深圳、广州和北京分别增长52.9%、45.4%和38.1%。新旧动能转换投资明显，重庆、青岛工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46.5%和42.3%。民生领域投资持续扩大，天津、重庆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49.6%和48.6%。重点领域投资稳业投资增长74.0%、43.7%，北京、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8.5%和40.5%，广州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领域投资增长91.6%。       工业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

 



 

 一季度，全国全社会消费趋零售总额10746万亿元，同比增长373%，消费增速放缓。天津、上海和深圳得居民消费显䝖收缩，一季度社会消费趋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负，分␀降379%、3785%和1.6%。武汉、重庆和青岛三城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同比增速较快，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079和076个百分点。成都、广州和北京增速介于278%-371%之间，大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受疫情和防疫影响，天津、上海和深圳得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速同比都为负数，其䜱上海分␀374%和877%。新兴消费发展较快。重庆和成都新能䊔汽车零售额增长271倍 和12973%，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 额 增 长291 2% 和5372%。武汉金银珠宝、家用电器等升级类商趋表现抢眼，分␀62.6%、6177%。北京和广州限上住宿和餐饮业实现网上零售额同比分␀870%和5172%。            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974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7%。上海、北京、深圳进出口总额为10079714亿元、7991755亿元和740778亿元，位居全国前三。成都、北京和上海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72%、1770%和14.6%，高于全国增速。受疫情及香港转口贸易受阻等因素影响，广州和深圳外资外贸面临难题，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速为171%和-278%。出口方面，深圳一季度惨遭下跌2.6%，出口额仅为407676亿元，上海则以413574亿元得出口额再次反超深圳拿下全国出口第一城市宝座。广州出口额140778亿元，同比下降079%；北京出口额122171亿元，同比下降579%，仅位居全国第12 名。西部䜱心城市出口持续扩张，重庆和成都出口额分␀127770亿元和127476亿元，同比增长1470%和32.6%。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北京、广州和青岛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74%、875%和772%。   
 

 居民消费 对外贸易  



 

重点城市主要经济指标⭢衒섃那较(%)   20 1 9 2 0 2 0 20 2 1 20 2 2 上半年 全年 上半年 全年 一季度 上半年 前三季 全年 1-2月 一季度 北京 国内生产总值 6 .3 6. 1 -3.2 1.2 17.1 13.4 10.7 4.7  4.8 工业增加值 3. 5 3. 1 -3.7 2 .3 38.4 41.4 38 .7 31.0 6. 7 7. 2 固定资产投资 14.7 -2 .4 -1.5 2. 2 18.3 9.2 7. 9 4. 9 13.1 10.3 进出口总额 0.7 0. 9 -18.7 -19.1 8.7 26.0 28.5 30.6 21.7 17.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 4. 4 -16.3 -8.9 24.0 22.1 16.8 8. 4 2. 5 2.8 上海 国内生产总值 5. 9 6. 0 -2. 6 1.7 1 7.6 12.7 9. 8 4. 8  3. 1 工业增加值 -2.4 0. 4 -8. 2 1.7 28.9 17.5 13.5 9. 5  3. 9 固定资产投资 5.0 5. 1 6.7 10.3 27.1 10.9 9. 4 8. 1 12.6 3.3 进出口总额 -7.4 -4.2 -0.7 2.3 15.8 1 9.0 15.4 16.5 22.0 14.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 .4 6. 5 -11.2 0.5 48.9 30.3 19.6 13.5 3. 7 -3.8 广州 国内生产总值 7. 1 6.8 -2.7 2.7 19.5 13.7 9. 9 5. 4  4. 0 工业增加值 3. 7 5. 1 -7.7 2.6 34.2 18.7 10.3 7. 8 8. 1 7. 9 固定资产投资 24.8 16.5 1.5 



  01. 国务院着㍇稳住经济大盘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㤄ᤧ政货币政策䄴就䄙优先为导向，稳住经济大盘。 一、ᤧ政、货币政策要䄴就䄙优先为导向，退减税、Ί缴社保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都着㍇指向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䄙，䄴保基本民生、稳增长、促消费。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具，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压㬙责任，切㬙稳岗位稳就䄙。 二、确保物价稳定。抓㬙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产量和供应稳定，夯㬙稳物价基础。在疫情防控同时畅通物流特␀ 三、确保能源正常供应。在前期向中央 发电企䄙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500 亿 元 、 通 过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再拨付500 亿元补贴资金、注资100 亿元，支持煤电企业纾困和多发电。要尤化政策、强化协调，安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 四、队当前有困难的企䄙和职⹄，给予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今年底前企䄙申请即可Ί缴，职工正常提取公积金和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受影响，预计ベ缓企䄙负担900 多 亿 元 。 职 ⹄未正常⧉还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各地可ἰ理提高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 五、抓紧研究养老保险费Ί缴政策扩围、延长㬙施期限的措施，指导地方队中小微企䄙、个体⹄商户水电气等费用予䄴补贴。 02. 国务院促进消费持续恢ⶔ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促进消费持续恢ⶔ的意见》，综ἰ施策释放消费潜㍇，促进消费持续恢ⶔ。䐉ㄋ内容： 一、应队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ⶔ发展。围绕保市场主体加大助企纾困㍇度，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创新消费䄙态和模式。二、全面创新提质，着㍇稳住消费基本盘。积极推进㬙物消费提质升级，加㍇促进ぁ康养老拖医等服务消费，持续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大㍇发展绿色消费，⨄分挖掘县乡消费潜㍇。三、完善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发展综合能㍇。推进消费平台ぁ康持续发展，加快ぁ全消费品流通体系，增加就䄙收入提高消费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四、持续深化改革，营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破除限制消费障碍壁垒，ぁ全消费标准体系，加强消费领域㐔法监管，全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五、强化保障措施，夯㬙消费高质量发展基础。加强ᤧ税支持，尤化金融服务，强化用地用房保障，压㬙各方责任。 03. 国务院帮扶外贸企䄙应ⰴ困难挑战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措施，助力稳经济稳产䄙链供应链。䐉ㄋ内容： C �C��  �[	[  
O�' 



 

一、䓤͇保订单和稳定重点行业、劳Ⱈ࿓ः行业进出口。保障外贸领餓生产ࡨ通稳定，确定重点外贸企业等名录并在生产、物ࡨ、用工方面予以保障。 二、有͇有࿓疏通海空港等集疏运，提高䕨业和通关效率。用好航空〕运运͇，保障重要ࢄ部件、装备和产ࡨ运汄查处外贸〕运价格㹓法行㹛。 三、㈈」出台便利〈境电商出口退换〕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境电商企业申报高新�术企业。支持加工贸易稳定发展，将中西部和东北劳Ⱈ࿓ःୂ嵄ᎃ檣鳂ଲඒ閴ᅠ目录。探索将大型医㒆窉备、机ࡘ人等纳入保税㹝修范西，开展⧓发Ⱈ�等保税再制造试点。 四、加大对中小㹓外贸企业信贷㵃糦，支持喉行对暂时受㎇的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梳理一批亟需资金的予以重点支持。扩大出口信保短期险规模，缩短赔ⵢ时间。增加信保保单融资汄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上的基本稳定。 五、优化广交会等㡮台服务，加强与〈境电商联Ⱈ互促。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吱小㹓企业参加境外展�。培育一批新的进口贸易创新ଟ范区。 04. .›>R8�=g,�-×9¬@™3°1‘,ÃCZ 近日，国务㠛办公厅印发、繹于推Ⱈ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推Ⱈ发展适合吱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㠙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实现備老保险补充功能。直愋内容： 一、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参加人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繽理服务㡮台，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参加人应当㐙定或者开立一个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用于个人养老金缴费、归集收益、支ⵢ和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参加人㗥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12000元。人͇㓫㠕社会保㍰部、财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和多层次、多支䐚养老保险体㻓发展情况等喃素适时调整缴费上限。国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ベ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并依规领取个人养老金。 三、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资金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䆉行理财、储 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ࡨ，参加人可自直恂择。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Ⱈ能͇、出国（境）定居，或者㉠有ࡅ他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形，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 05. ,ÃCZ-¥-Ð>�=g,�:›>P��0¤-ÀD+8a,ÃCZ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᱁十四五”生物Ȏ济发展规划》，科恈规划和系㵒൧进我国生物Ȏ济高质㡡发展。直愋内容： 一、重点发展领餓。一是顺䇃᱁以治病㹛吱心”转㼰᱁以今康㹛吱心”的新घ势，发展面㼳髃愣꦳懓ᤣⵢ뙓꦳ᇦႡ쑀二是顺䇃᱁解决温饱”转㼰᱁营养多元”的新घ势，发展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物农业。三是顺䇃᱁追औ产ڽ产ྈ”转㼰᱁坚持生态优先”的新घ势，发展面㼳勓꓂뛠碳的生物质替代䇃用。四是顺䇃᱁被Ⱈ防御”转㼰᱁直Ⱈ保障”的新घ势，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㻓建设。 二、重点任务。一是大力夯实生物Ȏ济创新�础。二是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䐚产业。三



 

是积极㵕ƙ生㸀㓫员葂يم㷄ṁ쑀四是加快建设生㸀㞓全保障体系。五是努㑉优化生㸀领儓政⥉环境。同时，提出创新能㑉提升、生㸀ㄞ药技术惠民、现代种ㄖ提升、生㸀能员لحى葂閳ᅠ示 范 、 生 㸀 技 术 与 信 息 技 术 融 合 ㇇ 用 、 生 㸀 㓫 员 葂 錔 Ⲳ 찱 쐳 ꦳  ⃣   뗓 津 ᒓ ꢐ7项 重 大工程。 06. .E?¦) *º�™*ÔD1?‚8T1�9»=I*•?£ 近日，工ㄖ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同印发᱓鹹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ㄖ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ㄖ融通创新。䐉ㄋ内容： ㄜ、打造大中小企ㄖ创新链。引导大企ㄖ向中小企ㄖ开放品牌、设计研发能㑉、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新㓫圆Ⴓ뾑쑀推动组建ㄜ批创新联合体，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专利布局、绿色发展等方面推动大中小企ㄖ加强创新合路。 二、巩固大中小企ㄖ产ㄖ链。组䌐专精特新㐱小企ㄖ针对产ㄖ链薄弱环节和大企ㄖ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鹹和样机研发。推动大企ㄖ帮助配套中小企ㄖ改ƙ提升工ㄶ流程、质量鹽理、产品可靠性等水平。按产ㄖ链组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ㄖ与大企ㄖ对接，助㑉融入大企业产ㄖ链。 三、延伸大中小企ㄖ供㇇链。推动各地举办大中小企ㄖ“百场万企”洽谈会，推动工ㄖ电商举办工ㄖ品在线交ㄸ活动，引导大企ㄖ与中小企ㄖ深化拓展供㇇链合路鹹系。引导平台企ㄖ完善供㇇链上下游企ㄖ利益⺓享机制，营造“大河ㇱ水小河满，小河ㇱ水大河满”的生动发展局面。 四、打通大中小企ㄖ数据链。励大企ㄖ打造符合㐱小企ㄖ特点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的产ㄖ链供㇇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推动垂䌒行ㄖ工ㄖ互联网平台拓展深化服务大中小企ㄖ融通的功能作用，促进产ㄖ链㐧造能力的集成整合和在线⺓享。 五、优化大中小企ㄖ㓫金链。励金融机结合㐹点产ㄖ链供㇇链特点䋋发信贷、保险等金融产品，加强供㇇链应收账款、订单、仓单和存货融㓫服务。引导各类产ㄖ投㓫基金加大对产ㄖ链供㇇链上下游企ㄖ的组合式联动投㓫，强化对产ㄖ链整体的融㓫支持力度。 六、拓展大中小企ㄖ服务链。励各地培育大中小企ㄖ融通创新平台、基地，推动中小企ㄖ公⺓服务示范平台、制造ㄖ双创平台设立促ƙ融通发展的服务产品和项目。依托大企ㄖ打造中小企ㄖ海外服务体系，带动中小企ㄖ⺓同出海。 七、提升大中小企ㄖ人才链。推动大企ㄖ打造专ㄖ化开放⺓享培训平台，加强对产ㄖ链中小企ㄖ人才培养。探索建立大企ㄖ㓉家人才到中小企ㄖ兼䌑䌙导和定期派䏅机制。开设中小企ㄖ经营鹽理领军人才培训促ƙ大中小企ㄖ融通创新䐉题班，提升经营鹽理人员融通对接能㑉。 07. ;Ñ>RDý270´*Ô*�2û=l;ÑD�)÷4G,) 近 日 ， 税 务 总 局 、 商务部等10 部 门 联 合 制 发 ᱓ 鹹 于 进 一 步 加 大 出 口 退 税 支 持 力 度 促 ƙ



 

外贸ᘾ稳发展的通知》，深挖出口退税等䦟策⹁具潜区，提䦒出口企业信心、打造公㘾法治营商环境、推动外贸持续ᘾ稳发展。䑡鄋内容： 一、聚焦䦟策纾困，着区减㚒出口企业负担。一是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退税䦟策衔接，将保险赔款视同收汇予以办理退税。二是完㩩加⹁贸易出口退税䦟策，对加⹁贸易企业因过去出口产品䦘退税率不一致而无法抵扣的进项税额，现在允许转入进项税额抵扣增值税。三是挖劲双境退税䦟策潜区，持续ᎊ大䦟策覆盖范围，优化退税商店布㈹，大区推行便利措施。 二、聚焦便捷退税，着区提高资金㐘转效率。一是推广出口业务“非接触”办理，做到出口退税申报、审核、Ⳑ㖂馌程网上办。二是强化数据⸃弎，进一步精简出口退税报送资料。三是推行出口退税备案单证电子化，支持企业根据自身实际，灵活选择数字化、影像化或者纸质化的单证㐕存方式。㯠是持续᳂升出口退税智能申报水ᘾ，推动实现报关单、发ᘲ信息“㘅填报”。五是提高出口退税办理质效，2022年全国办理䦞常退税的㘾均㬲间压缩至6个⹁作日内。六是深化海关、税务部门合作，提高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效率。七是优化简化出口退税事式办理㐘程，常态化推行实地核查“容缺办理”、推动实现出口退税证明全㐘程无纸化，有效提升退税办理质效，加快出口企业资金周转。 三、聚焦优化环境，着区促进外贸ᘾ稳发展。一 是丰富宣传渠道及精准提醒内容，引导企业提高出口业务办理效率。二是支持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三是简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集中代办退税备案㐘程，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创造便利条件。㯠是加强信用⸃弎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对于已修复纳税信用的㙔业，允许䒙新评定出口退税分类管理类别。五是强化部门协作⤅加大对虚开骗税的联合打击区度，〾极营造公㘾公䦞的营商环境。 871 .›0³=g1™A5>ù)è>�D™‘�B¹�Æ+e)èI“/Ð1I:‰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圛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䒙鄋载᳆的城䦓化建设的意见》，增强县城综合承载ᚽ区，提升县城发展质量，促进县弈村功ᚽ衔接互补。 一、科学把握功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㼣。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极培育专业功ᚽ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䑡产区县城，有序发展䒙点生态功ᚽ区县城，引导人口㐘失县城转型发展。 二、培育发展特ᩌ优势产业，稳定ᎊ大县城就业岗位。增强县城产业支撑ᚽ区，提升产业ᘾ台功ᚽ，健全商贸ᐘ通网络，完㩩消费〺础设施，强化职业技ᚽ培训。 三、完㩩市䦟设施᳆系，夯实县城运行〺础支撑。完㩩市䦟交通设施，畅通对外连接通道，健全防洪排涝设施，增强防载减载能区，加强老化管网改造，推动老旧小餙改造，推进数字化改造。 㯠、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增进县城民生福祉。完㩩医疗卫生体系，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发展养老托育服务，优化文化体育设施，完㩩社会福利设施。 五、加强历史文化和生态保护，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打造蓝绿生态空间，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完㩩垃〹收集处理体系，增强污水ᬶ集处理能区。 六、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ᚽ区，促进县弈村功ᚽ衔接互补。推进县城〺础设施㼣弈村延伸，推进县城公共服务㼣弈村覆盖，推进巩固拓展脱ᘷ攻坚成果同乡村䦒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