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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3M公司将于今年第一季
度在安徽省合肥市工厂建立一条热
失控屏障转换生产线，博世集团宣
布在苏州投资建立博世新能源汽车
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基
地，施耐德电气关键电源创新实验
室在上海正式启动运营，首家新设
的外商独资证券公司——渣打证券
（中国）有限公司获批成立……连日
来，外资在华投资步伐加快。

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贸易
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超大经济
规模体量、高水平对外开放、发达
的基础设施体系、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等，这
些都决定了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
为全球投资热土。

今年第一季度，总部位于美国
的 3M公司将在安徽省合肥市工厂
建立一条 250 万美元的热失控屏
障（TRB）转换生产线，生产的产品
应用于电动汽车的电池系统，能有
效提高电池热管理性能。3M子公
司 3M汽车和航空航天解决方案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中国的大规
模生产将使 3M能够更快地应对当
地电动汽车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中国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

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
系，配套设施完善，政策支持力度
大，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因此高
科技领域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是
巨大的。”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
所所长王义桅告诉记者。商务部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 金 额 1232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增 长 28.3% ，占 全 国 的 36.1% ，较
2021 年提升 7.1 个百分点，其中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 56.8%、
35%和 21.3%。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持
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多的
高科技外资企业将研发中心设在
中国。日前，博世集团旗下全资子
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
司与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
署投资协议，并宣布在苏州投资建
立博世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及自
动驾驶研发制造基地。根据协议，
全新投建的研发制造基地一期工
程预计于 2024年年中竣工。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需
要充分利用在中国的本土研发和

生产能力。”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
史蒂凡·哈通表示，通过持续在华
发展，博世将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
的竞争力。据悉，研发制造基地计
容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将主要研
发和制造配备新一代碳化硅功率
模块单元的电驱产品、智能解耦制
动系统以及博世中国高阶智能驾
驶解决方案等多款自动驾驶核心
技术。

为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研发中
心的支持力度，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转发商务部、科技部《关于进一步
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提出了支持开展科技
创新、提高研发便利度、鼓励引进
海外人才、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4方面 16条政策举措，有利于为外
资研发中心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
究院研究员朱煜告诉记者，我国研
发设计、品牌营销方面能力还相对
薄弱，因此在引导外资参与、分享
中国市场红利的过程中，鼓励外资
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非常重要，这也
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方向。

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加速

布局的还有中国日益开放的金融
市场。中国证监会近日核准了渣
打证券的设立申请，首家新设的外
商独资证券公司获批成立。在渣
打证券设立之前，已有 2 家由外商
参股变更为外商独资的证券公司，
分别为高盛高华证券、摩根大通证
券。此外，今年 1 月，中国金融市
场迎来两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1
月 13 日，证监会正式核准设立施
罗德基金。1月 19日，摩根资产管
理控股公司受让上投摩根基金 2.5
亿元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00%）
获得证监会批准，即摩根资管将成
为上投摩根基金 100%全资股东。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中国资本
市场对国际投资者有着很强的吸
引力，这也源于中国金融业持续对
外开放，监管机构持续推进资本市
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举措的落地，
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不断优化，基础
交易制度不断完善，境内外投融资
渠道持续拓宽等。未来，要进一步
扩大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的
投资范围以及领域，简化境外投资
者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序，丰富可投
资的行业和资产种类，不断提升投
资便利性。

中国持续成为全球投资热土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天津市民李女士通过手机数
字人民币 App，为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发了 200 元的数字
人民币红包。

“这是我第一次用数字人民币发红包，操作很方
便，到账也很快。”李女士说，“女儿也觉得新奇，还发了
朋友圈。”

这源于去年 12 月数字人民币 App 的一次版本更
新——增加了“专属头像”“现金红包”两大功能。在
兔年春节，发红包这一中国传统习俗正式成为数字人
民币的应用场景之一。

为增加红包发放的趣味性和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
求，1 月 19 日，数字人民币 App 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次更
新中，又增加了广受中国年轻人欢迎的“专属头像挂
件”和“红包封面”功能。

李女士为女儿选择了“拒绝蕉绿”的红包封面，配
合数字人民币 IP 形象“圆圆”，显得十分活泼可爱。汉
语里，“蕉绿”和“焦虑”读音相同。这个中国年轻人熟
悉的“谐音梗”代表了李女士对女儿美好的祝愿。“希望
她在新的一年能够轻松愉快。”李女士说。

春节假期是中国传统的消费高峰。在疫情防控新
阶段下的首个春节，中国多地密集发放各类消费券，以
活跃消费市场，提振消费需求，其中就包括多个试点地
区发放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1 月中旬，天津在发放消费券的同时于京东等线上
消费平台设立数字人民币消费券专区，消费者抢券后
可用数字人民币核销；温州于 1 月 15 日起发放数字人
民币消费红包；深圳也在春节期间发放 200 万个餐饮
数字人民币红包，总值 1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数币推进办公室副主任
沈剑表示，分行推出了观影、天津老字号商户年货采
购、春节餐饮等消费领域数字人民币支付满减活动，

“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消费者单笔消费最多能省下
一半钱。”

中国消费者领取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热情高涨。
作为数字人民币支付通道的支持平台，美团数据显示，
1 月 17 日，杭州市通过美团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9
秒内即被抢完；截至 1 月下旬，天津发放的“火锅节”专
项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核销率也已达到 70%以上。

部分试点地区数字人民币通过消费红包无门槛直
接抵扣的方式，让消费者感受到了真正的实惠。大年
初三，来自深圳的秋秋看完电影后，通过使用 28 元数
字人民币消费券，0 元吃了一顿肯德基。“我们几个好
朋友都抽到了数字人民币红包，大家都在讨论怎么用
红包吃饭最划算。”

值得注意的是，为对标纸币随时取用的便捷性，今
年 1 月，数字人民币 App 还上线了“无网无电支付”功
能——部分手机机型在关机时仍能通过“碰一碰”收款
终端完成数字人民币支付。

中国早在 2014 年便开始了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测
试工作，并于 2019 年开始陆续推出试点。国际知名咨询机构普华永
道此前发布报告称，中国走在数字货币应用前列。截至目前，数字人
民币试点范围已覆盖数亿人。应用场景上，除了用于日常消费和支付
交易，理财、公积金、工资发放、普惠贷款等应用也开始于各试点地区
落地。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截至 2022年 8月底，数字人民币
在试点地区累计交易笔数 3.6 亿笔，金额 1000.4 亿元。刚刚过去的
2022年，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两度扩围。

截至 2023 年 1 月，开通美团钱包快付功能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超
过 1600万个，累计产生近 4000万笔数字人民币交易订单。“上美团用
数字人民币，成为各试点地区居民的消费趋势之一。”美团数字人民
币业务负责人李智渊说。

今年 1 月召开的 2023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有序推
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天津财经大学教授高楠认为，春节对中国人意
义非凡，作为真正意义上“全民参与”的节日，数字人民币与春节的
深度融合，能够加快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和推广进程。

（新华社记者 梁姊 王井怀 李亭）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工业和
信息化部获悉：我国移动物联网
用户规模快速扩大，截至 2022年
底，连接数达 18.45亿户，比 2021
年底净增 4.47亿户，占全球总数
的70%。

网络基础设施更加坚实，多网
协同格局初步建立。截至2022年
底，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083万
个，全年净增87万个。我国已经
初步形成窄带物联网（NB—IoT）、
4G和5G多网协同发展的格局，网
络覆盖能力持续提升。其中，窄带
物联网规模全球最大，实现了全国
主要城市乡镇以上区域连续覆盖；
4G网络实现全国城乡普遍覆盖；
5G网络已覆盖全部的县城城区。

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快速增长，
“物”连接快速超过“人”连接。统
计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移动
网络的终端连接总数已达35.28亿
户，其中代表“物”连接数的移动物
联网终端用户数较移动电话用户
数高1.61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
数的比重达52.3%。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产业链持
续完善。我国已形成涵盖芯片、模
组、终端、软件、平台和服务等环节
的较为完整的移动物联网产业
链。窄带物联网已形成水表、气
表、烟感、追踪类4个千万级应用，
白电、路灯、停车、农业等7个百万
级应用。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于
公共服务、车联网、智慧零售、智慧
家居等领域的规模分别达4.96亿、
3.75亿、2.5亿和1.92亿户，行业应
用正不断向智能制造、智慧农业、
智能交通、智能物流以及消费者物
联网等领域拓展。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
四五”时期，将面向重点场景实现
移动物联网网络深度覆盖，形成固
移融合、宽窄结合的基础网络，加
快移动物联网技术与千行百业的
协同融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社会服务智能高效、百姓生活
方便快捷。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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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动物联网
连接数占全球70%

春节过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岛国家级中心渔港建设进入码头主体施工阶段。中心渔港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渔港作
业环境，带动鱼货交易、渔业加工、渔船补给、渔业休闲等产业发展。据了解，连岛中心渔港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预计全
部工程将于2023年底完成。图为在连云港市连岛国家级中心渔港，大型海上浮吊在进行作业。 中新社发 王春 摄

人勤春来早，奋蹄正当时。近
段时期，从大漠戈壁到东部海滨，各
地区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陆续开
工、加速推进、捷报频传，神州大地
凝心聚力，奋战“开门红”，呈现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也正引领中国经
济强势复苏。

1月28日，节后复工第一天，雄
安新区在启动区举行一季度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集中开工项目 43
个，总投资 416 亿元，涵盖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智能城市等领域。在
西部省份陕西，宝鸡市集中开工项
目67个，总投资417亿元，涵盖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等方
面，将持续放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增量和贡献。在中建八局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现场，当地
的建设工人坚守在一线，有条不紊
地进行金属屋面、玻璃幕墙等施工
建设，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在河南
省，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许信高速
公路项目现场，百余名劳务工人及
管理人员放弃春节休假，抢抓进度。

重大项目是稳经济增长的压舱

石，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今年要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措施，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设
备更新改造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内
需、稳增长，预计基建投资在 2023
年上半年仍将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之一，基建投资高景气有望延续。”
兴业证券某位研究员结合此前研报
在回复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今年
发挥基建投资托底作用仍将是政策
的重要着力点，投资的连带效应将
进一步放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
一些困难和挑战，但这是前进中出现
的问题。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随着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
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国家发展
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近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多数经济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都提到了在重大项目投资中财
政金融支持的重要意义，并表示，我

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要宏
观政策继续在扩投资、稳增长上积
极作为，要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和运用准财政工具等方式拓展资金
来源，推动基建项目早开工，专项债
等资金早使用。

“当前基建投资虽然保持较高增
速，但也受到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压
力等方面的制约，要继续用好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目
落实资本金，鼓励金融机构设计适配
产品，支持项目建设，逐步扩大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范围，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此前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注意到，为进一步精准发
力扩大有效投资，有些地区也实施
了更为细致的项目管理。例如，对
于今年的首批重大项目，深圳按资
金来源划分，政府投资项目有 145
个，总投资约 704.2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约131.1亿元，占全部项目年度
计划投资的 24.5%；社会投资项目
121个，总投资约 2591.1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约404.5亿元，占全部项目
年度计划投资的75.5%。

按项目投资规模划分，2023年
深圳首批重大项目中，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含 50 亿元）的项目有 20
个，项目总投资约1745.5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约 192.3亿元。主要包括
湾区“20+8”之智能传感与精密仪
器先进制造业园区综合开发项目
（轨道13号线车辆段片区综合开发
项目一期）、龙岗188工业区综合发
展项目、华油工业园等。

记 者 从 河 北 省 近 日 公 布 的
2023 年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中
看到，新开工项目 261 个，总投资
5455.1 亿元，年度预计投资 1093.4
亿 元 ；续 建 项 目 194 个 ，总 投 资
6646.1 亿元，年度预计投资 1298.8
亿元；建成投产项目 52 个，总投资
1131 亿元，年度预计投资 207.9 亿
元。2023 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
共安排 507个，总投资 1.32万亿元，
年度预计投资2600.1亿元。

据悉，2023年河北省重点建设
项目筛选突出项目先进性和整体

性，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项目、重大基础
设施和民生项目；充分发挥重点项
目建设在培育新动能、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优化区域布局、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围绕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强省、制造强省、
数字河北等，优选一批支撑力强的
重大工程项目。

“十四五”时期我国步入新发展
阶段，面临不同于以往的机遇和挑
战。有关专家分析指出，聚焦重点、
分类施策最终实现有效投资，对于
当下项目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这不
仅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理念，也
与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发展
目标相一致。大项目推进时，还应
结合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导向，进
一步向重大科技创新等领域和基础
设施重点领域倾斜。未来还可通过
提高专项债资金比例，拉动更大规
模社会投资，也应适时积极引入境
外投资者，拓宽专项债项目融资来
源，促进专项债券市场化发展，充分
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重大项目投资引领经济强势复苏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1月 30日
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121805亿元，比上年增长0.9%。

统计数据显示，文化新业态发
展韧性持续增强。2022年，文化新
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
类实现营业收入 43860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4.4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
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营业收入的 36%，占比较上年提
高1.5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2022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1826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8%，快于全国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 4.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分别为 10793亿元、91714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0.5% 、
0.1%。东北地区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1029亿元，比上年
下降1%。

（魏玉坤）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
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