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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经营企稳 为经济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工信部30日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8.1%和1.6%，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呈企稳态势，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奠定了坚实基础。

工信部30日召开“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培

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中

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在会上说，为应对复杂的国内

外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国家和地方层

面出台了多项力度空前助企纾困政策。据不完全

统计，仅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各类政策措施33

项，这些政策在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小微企

业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近1.8万亿

元。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等平均资费进一步降

低。去年以来治理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共检查全国

收费单位9.89万家，清退违规收费超过60亿元。

在融资方面，工信部联合多部门提出强化中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相关举措，进一步规范发展供应链

金融，鼓励金融机构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量身定制

服务方案，并与财政部联合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业务降费奖补政策，自2018年起，已累计安排中央

财政资金150亿元，引导各地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业务规模、降低融资担保成本。

“我们要把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落实国家各项

惠企减负政策，帮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渡难

关、复元气、促发展。”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二级

巡视员孟燕说。

身处产业链环节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离不开

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的良性生态很重要。

“今年以来，我们从建体系、促对接、树标杆等

三个方面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梁志峰说，工

信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

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促

进大中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

金链、服务链、人才链全面融通。同时，在全国推动

开展“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目前已

征集110余家大企业和1200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的2000多项对接需求。

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严峻复

杂，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帮扶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还要加力。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表示，在融资

方面，将以更大力度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

奖补政策，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更多符合条

件的优质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融资。

在降低企业负担方面，持续深入推进整治涉企

乱收费、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

以更大力度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我们要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梁志

峰说，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进一步健全

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坚持以中小企业需

求为导向，以服务小微企业、欠发达地区企业为重

点，以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促进高质量发展为

着力点，提升中小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

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发展，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之路。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30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信

息制造业生产稳定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

生产稳定增长的同时，出口规模继续扩

大。1至7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7.1%。

企业营收稳步提升。1至7月，规模以上电

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82907亿元，同比

增长7.9%，比上半年提升0.2个百分点。电子信

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6%，明显高

于同期工业投资增速。

产业稳健发展，市场创新创业活跃。天眼

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相

关企业16.4万余家，其中，2022年 1至7月新增

注册企业9340余家。

前7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9.8%

逆潮流 反规律

经济全球化不断迈进，芯片产业在世界范围

内建立起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形成相互

协作的高效运转格局。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

炮制“芯片法案”，妄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是逆全

球化潮流和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为。

按照白宫公布的数据，美国半导体产量仅占

全球约10%，东亚地区产量占全球75%。这意味着

在东亚地区存在强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

德勤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在芯片领域，

厂商自然形成高度集中的生产集群，创造了强大

的“人才库”和“技能池”。

美国兰德公司供应链安全领域主管布拉德·
马丁告诉记者，“芯片法案”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美

国芯片行业的劳动力发展等问题。

除了无法振兴美国相关产业，“芯片法案”还

对已有的供应链系统造成冲击。波士顿咨询公司

分析师马特·兰焦内指出，该法案肯定会导致供应

链效率降低，供应链系统将出现更多冗余。

另外，这份法案逼迫企业“选边站队”：只要接

受美国政府补贴，10年内就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

他经济体扩大先进芯片产能。不少半导体企业认

为，类似规定扭曲全球供应链，破坏企业全球竞争

力，最终影响美国技术进步和发展。

增赤字 推通胀

“芯片法案”违背市场规律，通过巨额产业补

贴强行扶植“美国制造”，不仅不解决老问题，反

而制造新矛盾。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半导体企

业利润已经很高，

再给予补贴，相当

于“劫贫济富”，将

激化高赤字和高通

胀等风险。

美国国会预算

办公室此前估算，

“芯片法案”将在十

年内增加 550 亿美

元支出，再加上产

业税收抵免将减少

240 亿美元税收，

两者合计增加 790

亿美元财政赤字。

一些预算监督机构

表示，这将持续推

高通胀，拖累经济

增长。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

告诉记者，“芯片法案”目标实现周期很长，等到那

些用于鼓励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投资获得成果，美

国普通民众付出的成本只会更高。

美国“自由事业”基金会主管亚当·布兰登认

为，“芯片法案”是鲁莽财政支出，只会为通货膨胀

“火上浇油”，让美国家庭承担成本。他表示，扩大

企业的福利不会让美国更有竞争力，只会加重它

们对政府的依赖。

频打压 错上错

鼓吹“芯片法案”的政客声称，法案能减少美

国对外国半导体产品的依赖，解决芯片短缺问

题。分析人士表示，芯片短缺的原因是美国单方

面挑起经贸摩擦，动摇了半导体全球供应链。“芯

片法案”是使用错误的方式解决美国的另一个错

误，完全是一种政治操弄工具。

前白宫贸易顾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美国打击其他国家企业，动摇了全球半导体供应

链，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相关出口管制

还阻碍制造商在美国本土投资。

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

导体企业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美国半导体企业

将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半导体

行业也将减少1.5万个至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

如此看来，这份强调排他性的“芯片法案”不仅

无法助力美国半导体产业，还会加剧全球产业链扭

曲错配、损人害己。 新华社华盛顿8月29日电

“芯片法案”带乱全球节奏
“劫贫济富”激化通胀风险

美国日前正式推出美国日前正式推出《《20222022芯片与科学法芯片与科学法
案案》（》（以下简称以下简称““芯片法案芯片法案”），”），旨在通过巨额产旨在通过巨额产
业补贴和遏制竞争的霸道条款业补贴和遏制竞争的霸道条款，，推动芯片制造推动芯片制造
““回流回流””本土本土。。不少业内专家表示不少业内专家表示，，这一法案将这一法案将
科技和经贸问题科技和经贸问题““武器化武器化””,,扰乱全球半导体供扰乱全球半导体供
应链应链，，终将反噬美国终将反噬美国自身自身。。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已观测到近百个

太阳爆发活动，首次在轨获取太阳Hα谱线精细

结构、进一步试验我国新型卫星技术……8月30

日，国家航天局在京正式发布我国首颗太阳探测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取得的系列新成果。

“羲和号”于2021年10月14日发射升空，运行于

平均高度为517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主要科学载荷

为太阳Hα成像光谱仪。“羲和号”升空以来，国家航

天局组织航天科技集团、南京大学、中科院等任务单

位，圆满完成了“羲和号”在轨测试和试验工作。

高分专项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国防科工局重

大专项工程中心主任赵坚介绍，作为我国首位太阳

专属“摄影师”，经过前期在轨测试与调试，“羲和号”

已成功实现了国际首次空间太阳Hα波段光谱扫描

成像，国际首次在轨获取太阳Hα谱线、SiⅠ谱线和

FeⅠ谱线的精细结构。根据这些谱线的精细结构，

可反演出高精度的全日面色球和光球多普勒速度

场，发生在太阳大气中的活动可被详细记录到，进而

研究太阳活动的物理过程。目前，“羲和号”每天都

在按照既定任务计划开展科学观测，已经观测到了

近百个太阳爆发活动，相关研究工作正在开展，科学

数据已向全球开放共享。

除太阳科学探测取得的成果外，在新型卫星技

术试验方面，“羲和号”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主从协

同非接触“双超”（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卫星

平台技术在轨性能验证及工程应用，实现了国际首

台太阳空间Hα成像光谱仪在轨应用，实现了国际

首台原子鉴频太阳测速导航仪在轨验证。

赵坚表示，“双超”卫星平台解决了传统卫星

平台微振动“难测、难控”的技术难题，采用磁浮控

制技术，确保载荷成像不受平台振动的影响，让拍

照“更稳、更准”，将我国卫星平台的姿态控制水平

提升了1到2个数量级。

“羲和”探日亮成果 创多个国际首次

8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十

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新闻发

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郭婷婷表示，下一步将

抓紧出台新一批的稳外资政策措施，加大投资

促进力度。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了

稳定增长。郭婷婷表示，今年以来，各地方、各

地区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

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郭婷婷介绍，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促增量和稳存

量并举，持续做好招商、安商、稳商的相关工作，

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中国。

商务部将着重开展四方面工作。一是抓紧

出台新一批的稳外资政策措施。包括加紧推出

新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扩大

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等领域鼓励外商

投资的范围。积极出台促进制造业引资和外资

研发中心发展的相关专项政策，引导外商持续

加大制造业和研发领域的在华投资。

二是加大投资促进力度，办好第二十二届

投洽会等重点展会，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吸引

更多的外资企业来华经营。商务部将继续组织

举办跨国公司地方行、进博会走进地方等活动，

引导外资企业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去走一

走、看一看，考察环境，拓展投资。同时，还将推

动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地区，出台更

多的改革创新试点举措，复制推广新一批试点

成果，推动全国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开放。

三是进一步提升外资服务水平，继续发挥

好外资专班的作用，通过座谈、视频会等多种方

式强化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的常态化沟通

交流，积极回应外资企业的诉求。健全重点外

资项目清单的动态更新机制，推出新一批重点

外资项目，加强全流程服务和全方位保障。

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务部将配合全

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外商投资法的执法检查，督

促各方全面落实好外资促进保护和管理的各项

法律制度，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发布

2022年版《中国外商投资指引》，指导各地用好

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保护

工作水平。 据《证券时报》

商务部：下半年将
从四方面稳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