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N纳睿

博汇科技

当虹科技

*ST泽达

*ST紫晶

浩瀚深度

名称
N华人

数码视讯

熙菱信息

昆仑万维

吉大通信

安硕信息

收盘价
60.40

33.95

65.94

5.11

2.96

31.97

收盘价
25.31

7.08

12.68

25.21

9.97

18.77

涨幅（%）
+29.39

+20.01

+20.00

+19.95

+19.84

+19.74

涨幅（%）
+55.85

+20.00

+19.96

+13.56

+12.91

+12.46

名称
航民股份

安图生物

石英股份

禾迈股份

益方生物

固德威

名称
*ST吉艾

兴齐眼药

博士眼镜

欧晶科技

三变科技

东方日升

收盘价
8.34

65.27

133.81

796.01

16.52

367.38

收盘价
1.21

127.80

22.82

112.60

12.77

29.94

跌幅（%）
-8.05

-7.09

-6.82

-6.46

-5.60

-5.43

跌幅（%）
-9.70

-8.56

-5.82

-5.81

-4.70

-4.65

名称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中科曙光

三六零

贵州茅台

中国电建

名称
浪潮信息

中兴通讯

宁德时代

拓尔思

昆仑万维

科大讯飞

收盘价
5.81

6.35

34.33

11.31

1838.53

7.63

收盘价
42.88

32.91

411.78

23.72

25.21

49.88

成交额（万）
676218

604902

531851

486738

447559

441983

成交额（万）
925582

652673

516630

499605

425234

406333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ST顺利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3.18

4.52

10.56

10.23

12.05

4.45

2.10

24.91

16.92

涨跌幅（%）
0.00

+0.67

+0.48

+1.29

+4.97

+1.14

+1.45

+0.44

0.00

成交量（手）
33634

80564

47971

20358

754847

74229

44076

155557

6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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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经济
总量突破120万亿元，跃上新台阶；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
D）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
长2.9％，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国家统计局 2 月 28 日发布的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相互交织，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我国经
济总量持续扩大，发展质量稳步提
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国经济显
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

经济大盘经济大盘““稳稳””

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达 121 万亿元，这是
继 2020 年、2021 年连续突破 100 万
亿元、110万亿元之后，再次跃上新
台阶。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经
济总量达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
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698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2741 美
元，继续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全年经济顶住压力实现3.0％
的增长，在世界经济体量排名靠前
的主要经济体中增速领先，经济总
量持续扩大，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综
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
局长盛来运表示。

回顾2022年，我国就业总量压
力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国际大宗商
品供给短缺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上
升，稳就业稳物价挑战增多。但是
在各方努力之下，就业和物价形势
也总体保持平稳。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1206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
人的年度目标任务；我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月度涨幅始终低于3％，
全年仅上涨 2.0％。“大幅低于美国
8.0％、欧元区8.4％、英国9.1％等发
达经济体的涨幅，也明显低于印度、
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6％—10％
的涨幅，‘中国价稳’与‘全球通胀’形
成极为鲜明的对比。”盛来运说。

发展质量发展质量““升升””

公报显示，我国经济总量跃上新
台阶的同时，发展质量也稳步提升。

新动能继续成长。公报显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R＆D）达3.1万亿元，首次突破
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4％，连续7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22年末，我
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21.2万件，位
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9％；
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工业机器
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90.5％、
46.8％、21.0％。

绿色转型持续推进。2022 年，
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
下降0.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0.8％。全国339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
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3.3％。地表水
环境继续改善。3641个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
面比例为87.9％，上升3.0个百分点。

高水平开放不断拓展。利用外
资逆势增长，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加快打造，我国持续成为全球
投资热土。“202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
资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6.3％，引资
规模再创新高。高技术产业使用外
资较快增长。2022年，高技术产业实
际使用外资比上年增长28.3％，占全
部使用外资比重为36.1％，比上年提
高7.1个百分点。”盛来运表示。

民生福祉民生福祉““增增””

收入方面，2022年，全国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比 上 年 实 际 增 长
2.9％，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脱贫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4％，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社会保障方面，2022年末，全国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430 万人、849
万人、825万人；2022年末全国享受
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
为683万人、3349万人。

“民生事业发展取得新进展，人
民生活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增强。”盛来运
表示。

展望未来，盛来运表示，走在春
潮涌动的当下，尽管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
较大，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但我国经
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没
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
有改变，我们有基础、有信心、有能
力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向着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前行。

今年财政支出会否增加？减
税降费的“红包”如何延续？新能
源汽车是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
税？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影响几
何？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3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刘昆、财
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财政部副部长
朱忠明出席发布会并就诸多热点
问题进行回应。

今年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部部长刘昆介绍，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
万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0.6%。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 万亿
元，增长6.1%。

同时，过去五年总体赤字率控
制在 3%以内，为应对新的困难挑
战预留政策空间。2022年全年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
万亿元 ，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从2018年的17%下降
至2022年的13.8%。

刘昆表示，今年我们将统筹财
政收入、财政赤字、贴息等政策工
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扎扎实实把该减的税费减到位

今年减税降费的“红包”会如
何延续？

“2023 年，各项税费支持政策
仍将对助企纾困、稳住经济大盘发
挥重要作用。”财政部副部长朱忠
明如是说，我们将综合考虑财政承
受能力和助企纾困需要，尽快研究

明确政策，抓好落地见效，推动形
成“水深鱼归”、“水多鱼多”的良性
循环。

其中，在落实落细现有政策
上，朱忠明表示，将继续实施好已
经明确的减税降费政策，扎扎实实
把该减的税费减到位。同时，坚决
打击偷税漏税骗税，坚决制止乱收
费。
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影响可控

对于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减
少，刘昆回应称，土地出让收入列
地方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地方政
府性基金预算的主体。从全国地
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看，有部
分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约
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的 15%左
右，去年虽然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但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影
响是可控的。

“由于具体数据尚待决算才能
确定，若按照 2022 年土地出让收
入减收约2万亿元匡算，影响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约3000亿元。”
刘昆强调，“土地出让收入是毛收
入，收入减少的同时，也会相应减
少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收支
之间是联动的，所以它的收入下降
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税

2023年，扩大内需、促消费成
为重中之重，那如何用财政政策资
源来激发消费潜力？

“释放消费的潜力关键是解决
好不敢消费、不便消费、不愿消费

等突出问题。”许宏才指出，要从以
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多渠道增加
居民收入，让老百姓有钱消费；二
是支持增加适销对路商品供给，让
老百姓乐于消费；三是促进销售渠
道和物流畅通，让老百姓方便消
费。

许宏才也提到，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通过现有的资金渠道对家电

“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
予以支持。对于购置期在2023年
的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
税。

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更
好节用裕民

政府过紧日子既是应时之举，
也是长久之计。

“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
摇。”“党政机关继续过紧日子，不
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更好节用
裕民。”刘昆指出，财政部门将继续
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当好

“铁公鸡”、打好“铁算盘”，把每一
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刘昆表示，具体来说，我们将从
严从紧编制预算，削减和取消低效
无效支出，集中财力保障国家的重
大战略任务；将把牢预算支出关口，
从严控制部门预算追加调剂事项，
除应急救灾等特殊事项外，原则上
不出台新的增支政策。严禁超预
算、超标准安排支出；将及时清理收
回结余资金，不让资金趴在账上睡
觉。对结转资金较多的项目相应减
少预算安排。 本报综合消息

3月1日早间，一份券商3月金
股的数据广泛传播，在推荐3次及
以上的个股中，数字经济概念股居
多，其中就包含三大运营商。

还有个数据市场也很关心。
有券商统计，目前计算机行业的市
场拥挤度最高，其次是通信和传媒
板块。

今天上午，中国联通率先涨
停，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分别上涨
8.72%、5.52%。三大运营商大涨，
带动数字经济主线全线走强。

中国资产大涨
3月1日上午，市场延续2月28

日回暖态势，继续反弹。上午收盘，
上证指数上涨0.9%，报3309.06点，
深证成指上涨1.02%，创业板指上涨
0.57%，北向资金净流入60.76亿元。

港股市场上午也是全线大
涨。截至上午收盘，恒生指数大涨
逾3%，恒生科技指数涨逾5%。个
股方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涨幅
均在5%以上，百度、网易涨超6%，
腾讯、阿里巴巴涨超 5%，小米、京
东、美团皆上涨。

四大重磅利好
市场明显回暖，市场人士表

示，主要有四大推手。

推手一：PMI数据远超市场预
期。国家统计局3月1日公布数据
显示，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52.6%、56.3%
和56.4%，分别高于上月2.5、1.9和
3.5 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连续两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2 月份，稳经济政策措施效
应进一步显现，叠加疫情影响消退
等有利因素，企业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继续
回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分
析，2月制造业PMI继续上行的原因
主要在于：一是2月制造业PMI五大
分项均较1月上行，其中生产指数上
行幅度最大，表明春节后复工复产
力度加大，是2月制造业PMI的主要
拉动项；二是各地加大宏观政策调
控力度，对制造业PMI形成支撑；此
外，季节因素方面，春节月份后一个
月的制造业PMI要高于春节月份的
制造业PMI。

推手二：流动性改善。相比前
两天，交易所国债逆回购利率全面
回落。3 月 1 日上午，两市成交额

达5451亿元，明显放量。
推手三：市场开始猛攻数字经

济主线，赚钱效应聚集，带动指数走
强。3月1日上午，信创、通信服务、
数据安全、国资云等数字经济板块
全线大涨，A股成交额居前的大部分
都是数字经济概念股。港股方面，
AIGC概念、云计算等板块也大涨。

这两天还有一件大事：近日，
天眼查App显示，天翼云科技有限
公司发生多项工商变更，新增股东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中电科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国新数据有限责任公
司。

兴业证券表示，在数字经济主
线之下，以天翼云为代表，中国电信
有望推进“国家云”建设，从传统的

“管道运营商”转变为数字经济的赋
能者，依托下沉式“国家云”护航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国盛证券表示，
国资云大数据相关企业，亦将受益
于数字经济、国企改革等多重浪潮。

推手四：人民币汇率回升。截
至3月1日上午，离岸人民币汇率
三连涨，短期缓解破“7”压力，1日
上午北向资金再次大举流入。

本报综合消息

透视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财政部最新回应！

事关财政支出、减税降费、车辆购置税

涨涨！！大涨大涨！！四大重磅利好来了四大重磅利好来了

早盘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
重返3300点上方，深成指涨超1%。
数字经济、云计算概念股掀涨停潮，
中国联通、浪潮信息等十余股集体封
板。ChatGPT 概念股大幅反弹，当
虹科技20CM涨停，昆仑万维等纷纷
大涨。基建股震荡反弹，中衡设计涨
停。眼科概念股集体调整，兴齐眼药
跌超 10%。午后沪指突破 3310 点，
创出本轮反弹以来新高，日内涨幅超
1%。ChatGPT概念股持续拉升，汉
王科技等涨停。半导体板块震荡拉
升，芯原股份涨超10%。纺织服装异

动拉升，九牧王四连板。游戏股震荡
拉升，恺英网络涨超7%。整体看，个
股涨多跌少，两市超3400股上涨。

截至收盘，沪指涨 1%，深成指
涨1.11%，创业板指涨0.61%。沪深
两市今日成交9189亿元。

板块方面，国资云、通信服务、
ChatGPT、数据安全等板块涨幅居
前，纺织服装、眼科医疗、POE胶膜
等板块跌幅居前。 本报综合消息

沪指涨1%创反弹新高

数字经济概念掀涨停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