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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民营企业数量 10年间翻两番

　　记者 2日从中国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获悉，2021 年，中
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
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大幅度
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创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民营企
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
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
　　民营企业占企业总量的比
例超过九成，发展活力和韧性

充分彰显。2012—2021 年，
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 1085.7
万户增长到 4457.5 万户，10
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
业总量中的占比由 79.4% 提高
到 92.1%，在稳定增长、促进
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官方把保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主体作为宏观经济
的政策取向，在税收、金融、
就业、社保等方面出台一揽子
扶持措施，积极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展现出
强有力的发展韧性。2021 年
中国新设民营企业 852.5 万
户，同比增长 11.7%，增速重
新回到 10% 以上。当年全国注

吊销民营企业 390.0 万户，新
设退出比为 2.2，每新设 2.2
户退出 1户，继续保持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
　　外商投资持续看好中国市
场，投资重点逐步转向高技术
领域。2021 年，中国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 6.1 万户，同比增
长23.3%，较2019年多2.5%，
高于同期新设企业总体增速

10.8 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外商投资的
重点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
向高技术领域，投资结构进一
步优化。2021 年，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中第三产业占比达
到 91.2%，其中，“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增速
42.0%。

高校不得以新生高额奖学金等方式抢生源
　　中国教育部 29 日在其官
网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普
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下
称《通知》)，《通知》强调
高校不得以新生高额奖学金、
违规承诺录取等方式争抢生
源。制作录取通知书应坚持简
约、节约的原则，避免铺张浪
费。
　　《通知》部署 2022 年高
考全国统考具体科目考试时间
为 6月 7日、8日。

　　《通知》要求，从 2023
年招生起，往年被专项计划录
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
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
格。有关高校要及时将往年放
弃入学的相关考生信息反馈生
源省份。
　　《通知》强调做好随迁子
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工作。确
保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
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
能在当地参加高考。对于因特

殊原因不符合流入地报考条件
的考生，流入地省级高校招生
委员会要主动协调流出地予以
稳妥处理，原则上回流出地参
加高考。
　　《通知》强调要会同有关
部门严格审核考生的户籍、学
籍和实际就读情况，严厉打击
“高考移民”。对于通过非正
常户籍学籍迁移、户籍学籍造
假、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
获取高考资格的，要依法依规

进行严肃处理。
　　《通知》要求依据高校人
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
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加强对关
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查，引
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
现象。
　　教育部在《通知》中强调，
各地要加强高校招生录取批次
管理，不得随意将普通批次招
生专业安排至本科提前批次招
生。严格规范大类招生行为，

对于培养方案不合理、不到位
或招生和培养方案不一致的，
不得开展大类招生。高校不得
以新生高额奖学金、违规承诺
录取等方式争抢生源。
　　《通知》中还强调，严禁
以各种方式公布宣传炒作“高
考状元”“高考喜报”“高考
升学率”“高分考生”等。要
加大统筹协调，严禁各地政府、
学校、培训机构以高考成绩为
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

2022年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记者 29 日从 2022 年全国
中医药局长会议获悉，2022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聚焦高质
量发展主线、强化内涵建设，
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
务体系，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便
利、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
疗、康复中具有独特优势。自
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发布以来，中医药改革
发展成绩显著，但仍一定程度
存在高质量供给不够、发展特
色不突出等问题。
　　为此，2022 年，我国将
采取系列举措优化中医药健康
服务供给。据了解，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将深入实施中医药健
康促进行动，提供覆盖全民和

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健康服
务，开展中医适宜技术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试点；持续推进
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和区域中医
医疗中心试点，开展中医康复
中心遴选和建设；提升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制定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服务内涵建设标准；扩大重大
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

点，形成 50 个中西医结合诊
疗方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将以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
为抓手，实施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工程，推进中医特色重点
医院、名医堂工程试点建设；
同时，将全面推进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推出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以此

为引领，激发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活力。
　　中医药护佑百姓生命健
康，离不开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2022 年，充分发挥中医
药在疫情防控中独特优势的同
时，我国将加强中医药科研和
创新，遴选一批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中心，持续推进中医药
循证医学中心建设。

严禁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喜报”“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