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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数量翻了两番

我国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竞相发
展。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民营企业
从2012年年底的1000多万户增长到
4700多万户，翻了两番多，民营企业
占比由不足8成提高到9成多。不仅
数量增加，民营企业的整体实力也大
为增强，不断有民营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制度。1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我国依然是吸引国际投资的
热土，外商投资企业从44.1万户增长
到66.8万户，增幅超过50%。

“四新经济”企业占近五成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伴随市场主体总量的持续
增长，结构和质量的同步优化升级，成
为我国市场主体发展的显著趋势之
一。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第一、二、
三次产业市场主体数量比为5∶10∶
85，第一、二、三次产业企业数量比为
3∶20∶77，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达
2300多万户，占全部企业的46.4%，

“四新经济”年新设企业也由2012年
的74万户持续增长至2021年的384
万户，不断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
争力提升积蓄新的动能。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
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市场主体面临
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
外环境，党中央、国务院把“六稳”“六保”
作为宏观经济的政策取向，紧密联系微
观主体，在税收、金融、就业、社保等方
面出台一揽子帮扶措施，千方百计为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保市场主体取得明显
成效。2020年以来，我国市场主体继
续保持增长，净增3700多万户，占到过
去10年净增总量的35%，经济展现更
大韧性。

营商环境全球排名跃升

市场主体持续发展壮大的背后是我
国商事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作为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的先手棋，2014年3月商
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注册资本实缴制
改为认缴制、简化住所登记、名称自主申
报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有效降低了市场准
入门槛。“先照后证”“多证合一”“证照分
离”、全程电子化、注销便利化等改革大
幅削减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有序精简涉
企证照、有力压减登记环节，极大提升了
注册的便利化程度。我国企业平均开办
时间由改革前的1个多月压缩至4个工
作日以内。改革以来，我国营商环境全
球排名从第96位跃升至最新的第31
位。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从150位之后
大幅跃升至第27位。我国成为全球营
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据中新网

新华社北京电 最高人民法院11
日发布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中国实
践》显示，截至2022年 7月，全国人
民陪审员共计33.2万余人，比2013
年扩大了将近3倍。人民陪审员的
来源更加广泛、结构更加合理、代表
性进一步增强，司法民主的覆盖面大
大拓宽。

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4月人民
陪审员法正式颁布以来，截至2022年
9月底，全国人民陪审员共参审刑事
案件215万余件、民事案件879万余
件、行政案件78万余件，其中由人民
陪审员参与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结涉及
群众利益、公共利益等人民群众广泛
关注的、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2.3万
余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

果与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马世忠

表示，人民法院将继续健全人民陪审
员履职管理和保障机制，注重推动人
民陪审员实质化参审，不断加强人民
陪审员队伍建设，确保人民陪审员制
度在实践中高效有序运行。

最高法当日还发布了人民陪审员
参审十大典型案例，包括人民陪审员
参加七人合议庭审理曾某侵害烈士名
誉公益诉讼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
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等。典型案例突
出体现了人民陪审员的实质参审作
用，凸显了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见证
司法、监督司法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典型性。

齐琪 罗沙
晚报综合消息 中国国家统计

局11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大以来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2年累计实际增长78%，居民收
入较快增长，收入结构不断改善。

根据报告，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5128元(人民币，下同)，
比2012年的16510元增加18618元，
累计名义增长112.8%，年均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累计实际增长
78.0%，年均实际增长6.6%。居民收
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13~
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
际增速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5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来源也更多元化。
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人均转移净收入6531元，比2012年
增长139.4%，年均增长10.2%，占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6.5% 提 高 到 2021 年 的 18.6% 。

2021 年人均财产净收入 3076 元，比
2012年增长149.8%，年均增长10.7%，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的
7.5%提高到2021年的8.8%。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各项
政策纵深推进，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
比2012年增长96.5%；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8931 元，比 2012 年增长
125.7%。2013~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
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下，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其
他地区。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和
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4980元、29650元、27798元和30518
元，与 2012 年相比，分别累计增长
110.1%、116.2%、123.5%和 89.5%，年
均增长8.6%、8.9%、9.3%和7.4%，西部
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最快，中部次之。

中新

据新华社成都电 憨态可掬的“国
宝”大熊猫，深受世界人民喜爱。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段兆刚11
日告诉记者，十年来，大熊猫人工繁育
等技术快速发展，目前全球圈养大熊
猫种群数量达到673只，较十年前增
长近一倍。

段兆刚介绍说，我国大熊猫野生
种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增
长到1864只，受保护的大熊猫栖息地
面积大幅增长。同时，全力开展圈养
大熊猫种群繁育攻关，圈养繁殖大熊
猫数量和质量实现较快发展。

作为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国家
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攻
克大熊猫人工繁育“三难”的基础

上，率先制定大熊猫人工授精技术
标准，并开展“爱心饲养”，落实谱系
管理，实行优生优育，推动实现人工
繁育种群快速健康发展。在此基础
上，中心搭建了全球最大、合作最广
泛的大熊猫国际国内合作交流平
台，国际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增加至
16个，帮助境外大熊猫繁育成活21
只大熊猫幼仔。

十年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成功探索建立了一套大熊猫野化
培训、放归、监测技术，共野化放归人
工繁育大熊猫10只，存活9只，为实
现人工繁育大熊猫在自然栖息地生
存和复壮野外濒危小种群打下坚实
基础。 胡璐 余里

昨天，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准备乘坐自动驾驶观光车。近
日，安徽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园区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正式运
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之一。该项目主要内
容包括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内开展自动驾驶观光车、无人售卖车、无
人清扫车等车辆的试点应用，通过自动驾驶技术建设智能园区，便捷服务
游客。同时，项目运行情况也将形成报告，为景区自动驾驶运营管理模式积
累经验。 新华社发

市场主体十年净增超1亿户
我国成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十年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累计实际增长78%

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
达到673只

最高法：

我国人民陪审员超33万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10年来，我
国市场主体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截至今年8月底，登
记在册市场主体达 1.63 亿户，相比 2012 年年底的 5500
万户，净增超 1 亿户，年平均增幅 12%。其中，企业从
1300多万户增加至5100多万户，接近美国和欧盟企业
数量之和。千人企业数由11.4户提升至36.1户。个体
工商户从4060万户增加至1.09亿户，迈上历史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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