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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26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半年，全国铁
路投产新线2043.5公里，其中高铁995.9公里。
郑渝高铁襄阳至万州段、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
段、黄冈至黄梅高铁、和田至若羌铁路、北京丰
台站等项目依法安全高质量开通，川藏铁路、
滇藏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段、重庆至昆明高铁
等在建工程有序推进，积极发挥建设投资拉动
作用，为稳住经济大盘多作贡献。

一季度，国铁集团按照既定投资目标倒排计
划、优化方案，采取春节不放假、多开工作面等措
施，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现良好开局。二季
度4至5月份，全国疫情多点散发，许多项目进度受
到影响，国铁集团按照中央稳住经济大盘的决策
部署，聚焦“保建设投资、新线投产”，紧盯重点开
通项目，科学调配建设资源，优化施工组织安排，
强化现场督导检查，狠抓联调联试、试运行、安全
评估等开通前期工作，保持了新线新站开通准备
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态势。6月份，郑渝高铁襄万
段、济郑高铁濮郑段、和若铁路、北京丰台站、郑州
航空港站等项目建成通车，投产新线里程达到
1462.2公里，占上半年投产总里程的七成以上。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稳住经济大盘部署，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
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充分发挥铁路建
设用工规模大、产业链条长、拉动经济增长作
用明显等优势，坚决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和实物
工作量，确保年内渝厦高铁常德至益阳至长沙
段、北京至唐山铁路、湖州至杭州铁路、弥勒至
蒙自铁路等项目开通运营。

上半年全国铁路
投产新线2043.5公里

本报记者 郭冀川 孟 珂

7月26日，在工信部举行的“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新闻发布会上，
一系列数据呈现出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在“质”
与“量”方面的成果。这也是工信部首场“新时
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
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
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

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
司长王伟介绍，十年来，我国产品竞争力也显
著增强，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额分别由2012年的7.4万亿元、3.8万亿
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万亿元、6.3万亿元，制
造业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占比达到20%左右，
入围世界品牌500强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品牌
数量从过去的10个增加到24个。

从创新投入看，王伟介绍，我国制造业研
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0.85%增加到2021年的
1.54%，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
度达到10.3%，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
投入2500强。从创新体系看，我国已布局建设

2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国家地方共建制
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建设125个产业技术基础
公共服务平台，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大幅提高。

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营业收入从2012年的21.7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
的40.24万亿元，骨干龙头企业持续做强做优，
有58家制造业企业进入2021年世界500强榜
单，比2012年增加27家。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
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底，已培育4万多家“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4700多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800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我国制造业
顶住下行压力，保持了恢复增长的态势。去

年，我国制造业增长了9.8%，高于GDP增速1.7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增长了2.8%，高
于GDP增速0.3个百分点。”王伟说，制造业增长
和制造业比重的回升，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
挥了关键作用，也充分展现出我国制造业规模
大、体系全、韧性强的重要优势。

外商对华投资热情不减

制造业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近年来
“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传言几番引起各界关
注，继而多次引发市场上关于制造业外迁、产
业链转移的讨论。 （下转A2版）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 规模大体系全韧性强

本报记者 邢 萌

2022年以来，证券监管部门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

据梳理，股权融资方面，今年A股超八成
新上市公司为民营企业，募资额占比过半；
债券融资方面，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
计划、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费用减免等举
措陆续落地。

“总体上，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已有所改
善。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既可以解决民
营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也促进了金融更好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申万宏源首席市场专
家桂浩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民营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大力
支持民企发展历来是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

“资本市场在继续大力支持国资国企改
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同时，坚定不
移支持民营企业创新转型、健康发展。目
前，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3000家，家数

占比约2/3，近年来新上市的公司中民企已
占到八成以上。”今年4月初，证监会主席易
会满在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上表示。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
月26日，198只上市新股合计募资总额3432
亿元（含首发上市、北交所上市），其中，165
家民企募资1961亿元，数量及募资额占比分
别为83%、57%。另外，165家公司中，登陆创
业板的（64家）数量最多，科创板（47家）次
之，两者合计占比67%；而分行业来看，民企
主要集中于机械设备（26家）、电子（25家）、
医药生物（19家）三大行业。

“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创业板、科创板更
适合中小民企。两个板块主要定位于服务
科技创新型、成长型企业。”沙利文全球合伙
人兼大中华区总裁王昕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境外融资方面，监管部门也持续拓宽优
化民企融资渠道，2月份《境内外证券交易所

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发布实
施，先后有13家A股公司推进GDR发行，而这
13家公司均为民企。

“民营企业融资难仍然存在，尤其在债
券融资方面，民营企业债券违约较多，资质
一般的企业发债困难，市场信心仍待修复。”
桂浩明说。

近日，证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的通知》，旨在通过加强金融服务引导、市场
监管规范和部门沟通协作等方式增强债券
市场服务民营企业改革发展质效。

“随着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政策落地，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在逐步修
复，未来有望出现好转。”联储证券总经理
助理兼债券业务事业部总经理吴丽娜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民企债券融资难是
各类复杂因素长时间叠加而形成的，需要
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多方通力配合，共
同推进解决。

年内165家新上市民企合计募资1961亿元
民企直接融资环境持续改善

上市银行
上半年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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