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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总量已经12年

位列全球首位。肖亚庆表示，我

国制造业的31个大类、工业的

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都是齐

全的，“这在全世界是独有的”。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杨月涵）制造业的发

展关系到国家经济整体发展格局和前景，在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成

为必然要求，“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首次

写入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释放了明显

的信号。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开启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回应制造业发展的相

关问题时提到，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未来仍然是重点努力的方向，“我们要落实

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要求”。

在具体举措方面，肖亚庆首先提到要加

大制造业的投入力度，保持制造业占比总体

稳定。据他介绍，我国制造业正从中低端向

中高端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大的市

场潜力，有非常多的开拓机会，企业也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产业集群的发展要进一步提升。

“现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优势，有

非常好的基础，把现有的基础存量发挥好作

用，提质升级，取得更大的进步，这方面产业

集群的作用发挥就显得更为重要。”肖亚庆

表示。

中小企业也是制造业发展必不可少的

一环。肖亚庆表示，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制造

业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制造业行业领域里有

千军万马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大企业、中企

业和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制造业生

态。我们要在维护和培育生态上下功夫，特

别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此外，制造业还要在提升水平上、自立自

强上下功夫。肖亚庆称，制造业在向高端迈

进的过程中，要解决自立自强的关键核心问

题，使制造业水平在一些行业、一些领域的

突破基础上，整体水平能够不断跃升，支撑

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制造

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创造更好的环境，

做好服务工作，做好政策支撑工作，形成合

力，支持制造业做优做强做大。

事实上，我国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早有

“暗示”。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曾提到，要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去年末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则更为清晰地将其表述为“要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几个月以后，“提升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便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其定位越发清晰，方向也越发明确。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

大学副教授王鹏表示，提振制造业的核心竞

争力，也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个维度发

力。在硬件方面，需要提升我们的原创力，加

大基础性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并给予大量的

创新型企业、创新型项目更多财税、金融等方

面的支持。而软件方面，就需要我们有更好的

平台算法，能够提前预警、提前检测，更好地

分配，运筹帷幄。

而且在政府相关政策的牵引下，也会孵

化出大量的新的可能。例如有了信息技术，这

些工业软件控制平台可能就会形成新的赛

道，为工业经济的发展、供应链的打通以及提

升效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在“软

件”方面，这一系列企业及行业也会迎来长足

的发展，包括其市值规模、承载能力等也会持

续提升。

据了解，我国制造业总量已经12年位列

全球首位。肖亚庆表示，我国制造业的31个

大类、工业的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都是齐

全的，“这在全世界是独有的”。但在供应链的

稳定及核心技术方面，我国制造业仍有自己

的短板。

在回应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问题

时，肖亚庆也提到，当前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原材料价格的

上涨，再比如交通运输的困难和费用的提升，

还有疫情散发出现后一些不畅通的地方。最

大的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工

业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影响。

为此，工信部将着力打通产业链供应链

的堵点卡点，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抓

工业经济的提质升级，以及积极创办一流企

业等。

王鹏表示，工业经济的堵点主要集中在

四部分。首先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的自主

可控；其次是大宗商品原材料能否保证在价

格合理的前提之下持续供应；再次是不同区

域不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最后

就是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订单，

信贷、金融产品及相应的财税政策无法汇集

到大量的中小工业企业当中。

因此，打通上述堵点，也可以从几方面发

力。在王鹏看来，在关键零部件方面，要加大

投入，加大研发力度，从而保证技术的自主可

控。而在大宗商品方面，可以提前布局，例如

针对能源、粮食等领域，一旦出现异动，就可

以通过提前的布局进行解决。另外也可以通

过期货、远期订单、远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品

的方式，让供应链原材料处于优势地位。

而在国内的供需矛盾方面，则可以利用

数字化的平台加以解决。例如用数字平台提

升产业链之间的协同效率，实现来料加工或

者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的自动排期，进而提升

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效能，对于

实现原材料的畅通，促进工业生产也有很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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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核心竞争力 制造业升级下功夫

又是一出网红与资本的翻脸好戏。

吃播界顶流网红浪胃仙，以大胃王人设

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一度坐拥3500万粉

丝，最近，其与原公司之间的纠纷闹得沸

沸扬扬，热搜话题不断。

作为浪胃仙所属的MCN机构老板，

游絮指控浪胃仙带走原公司部分拍摄器

材，甚至挖走签了竞业协议的离职员工。

对于游絮的指控，浪胃仙回应称，由于公

司账号的归属权有问题，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法律风险，选择出走自立门户。

这是继李子柒和微念后，顶级网红

和MCN机构分道扬镳的又一典例。但与

李子柒不同的是，对方条理分明的指控，

加上自己力度不够的澄清，让浪胃仙收

获的不是力挺，而是“过河拆桥”的舆论

风向。

无奈还是绝情，目前看起来，罗生门

之下的真相，暂时无从寻觅。无非是再一

次印证了，网红与MCN之间，信任总有

些不堪一击。

迎着短视频和直播风口，草根成名

只需一部手机、一个支架，来钱快又热，

风险相对低，找不到出路的资金和不曾

被重视的才华碰撞出了火花，个人在前，

MCN在后，联手将一个个IP拱上神坛。

像极了明星之于经纪公司，不过这

样的造星模式，门槛更低，周期更短，多

少还有点运气的成分。有钱的出钱，有

人的出人，合伙做大蛋糕的过程是艰辛

但和谐的，成名之后，就是农夫与蛇的故

事了。

利益冲突首当其冲，大蛋糕的诱惑

当前，筚路蓝缕时的互相体谅不复存在，

网红们往往觉得自己才是IP核心，而机

构多少也觉得，真金白银的投入需要更

多回报，五五分还是三七分，矛盾总会逐

渐显山露水。若再加上观念的不合，散伙

基本上只是时间问题。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之

于无法掌控IP的网红，这种渴望无疑更

强烈，无论是出于利益的盘算还是理念

的筹划。况且，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

以吃播为例，政策的严格约束下，行业

红利几近见顶，无论严打税收问题的直

播，还是清朗风气席卷的短视频，要维

持住既有流量尚且不易，要想再有突

破，难上加难。

钱权冲突，加之流量焦虑，让网红与

MCN机构的分道扬镳变得司空见惯，也

会注定两败俱伤。基于流量最大化需求，

一家MCN机构，往往会倾尽全力孵化一

个大网红，一旦“背叛”，再造IP的成本是

巨大的。

至于网红自己，各类纠纷当前，若找

不到“白衣骑士”，辛苦孵化的IP就将面

临沉寂的风险，即便能另立门户，也会让

围观群众生出李逵李鬼的困惑。大半年

过去，李子柒的微博账号至今没有再更

新视频，浪胃仙新号的300万，远不比

3500万时的风光。

打造大网红不易，台前既需要鱼的

才华与能力，幕后也需要水的充分保障，

从资源到运营。机构大、个人小，个人难

免想翻身做主，机构小、个人大，机构也

会怕hold不住，共同做大蛋糕的同时，天

平两端的权衡不可小觑。

这一点，明星们的选择往往比网红

更明智，小九九彼此心知肚明，体面的

“分手”，都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没柴烧。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MCN与网红，该学学分蛋糕了
汤艺甜

责编杨月涵 美编白杨 责校池红云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加强学前教育收费监管

随着生育政策放开，获得普惠可及的学

前教育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学前教育立法

也成了必然趋势。2020年9月7日，教育部发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草案》），今年，《学前教育

法》纳入立法计划，意味着学前教育领域的法

律空白将被填补。

全国人大代表，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陈静表示，目前我国

尚没有全国层面的学前教育专门法，学前教

育遇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使得不少问

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我国应将学前教

育纳入政府优先发展的领域，加大投入，实施

学前教育的国家行动。

“学前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学前教育

不属于义务教育的部分，国家此前关注度更

多集中在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北京卓

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在师资、监管、资金保障、成本分担

等方面，各地学前教育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没

有形成统一规范，部分存在学前教育过快无

序发展以及过分市场化的情形，无形中增加

了家庭抚育成本，传导了一些不适宜的培育

理念。”

针对当前学前教育在费用、监管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草案》作出了相关规定。例如，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

对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行价格指导和成本审

核，加强对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幼儿园收

费的监管，遏制超成本过高收费。

把孩子送去幼儿园，父母最担心的还是

安全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伤害性事件，《草

案》还要求，幼儿园聘用教师、保育员、卫生保

健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前，应当进行背景

查询，有因实施虐待儿童、性侵害、性骚扰等

行为被处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的，

不得聘用。

孙志峰表示，综合《草案》内容，《学前教

育法》严格限制学前机构逐利，甚至明确幼儿

在受到身心损害时各方法律责任承担等细节

性规范，直击当前学前教育痛点。《学前教育

法》的制定和实施，将有利于扭转过分市场化

带来的诸多问题，有利于形成协调一致的教

育监管体系。

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

去年12月20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初审，这是自1992年该

法颁布以来的第三次修正。据悉，《修订草案》

重点针对就业性别歧视、职场和校园性骚扰

等问题作出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介绍，今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纳入立法计划，

将在预防性保障、侵害处置、救济措施、责任

追究等方面完善相关规定。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薪■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修订草案》主要

通过概念的明确、制度的设立、权利的明确

等角度来保障妇女权益。此前关于性骚扰，

法律概念模糊，界定困难。此次明确了性骚

扰的含义、类型，要求学校对女学生开展性

教育，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

要求用人单位采取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

制度、畅通投诉渠道等措施来预防和制止对

妇女的性骚扰。

“法律落实困难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概

念不清晰，针对性骚扰，这一次修正有了明确

回应。”曾薪■说，“另外，有在实践中钻空子

的情况，比如女性特殊时期，用人单位常常会

要求女性‘自愿’解除合同，以及普遍存在的

PUA、女德班等非暴力侵犯女性权利行为，这

一次修正也有了回应。”

涉及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时，《修订草案》

明确，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用人单位不得限

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调查女性求职者

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限制婚姻生育等作

为录用条件等。还规定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

劳动保障监察范围，规定了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等。

针对拐卖妇女、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

1995年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2005年的

第一次修正就已分别对两类违法行为明确禁

止。在曾薪■看来，法律的落实需要不同法律

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家庭暴力、性骚扰、拐卖

妇女等行为，不仅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所禁

止的，更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明确禁

止的，相关行为涉嫌行政违法、刑事犯罪。保

护妇女权益，也有赖于其他法律的落实，如加

大刑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力度，对家

庭暴力采取行政处罚等。

加大电信网络诈骗惩戒力度

针对泛滥的电信网络诈骗，今年也将出

台法律重拳打击。去年10月公布的《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草案》从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

员链等“全链条”加强防范性制度措施建设。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加快出台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目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框架更多体

现在事后的刑事救济领域，应通过立法加强事

前防范治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党委书记陈建华提出，“例如，建立电话

卡和互联网服务真实信息登记、金融机构尽职

调查、电话卡和银行账户的规范开立和使用等

制度，将预警劝阻、紧急止付、快速冻结等防范

措施纳入基础管理制度，增加金融、电信、互联

网等行业领域的预防性治理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

支行原行长张智富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成本低，回报率高，而现行的法律规章对实施

及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主体责任个人、

团伙和组织应承担的法律职责阐述较为笼

统，惩罚力度较弱，违法成本较低，对犯罪分

子的震慑力不强，不利于电信诈骗的源头治

理。建议酌情加大对其惩戒力度，在法律层面

提高其处罚标准和犯罪成本。

“最有效的防诈手段，还是对于源头治理

和惩戒。”孙志峰也表示。他建议，进一步加大

惩处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

金融账户、互联网账号行为，加大对不落实实

名制注册、金融安全保障义务、尽职调查义务

的机构、平台及电信运营商的打击和惩戒力

度，并要求平台对存在运营性质的主体无论

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要进行信息的适度公

开，以确保受害方可以高效、全面地通过民

事、刑事或行政手段进行维权。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吕银玲

今年的国家立法计划出炉了。3月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2022年预安排审议40件法律

案。其中，将加快推进民生、社会、环保领域立法，制定社会救助法、学

前教育法、民事强制执行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修改体育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这些立法将如何保障我们的生活和各

项权益呢？

2022年民生、社会领域预立法情况（部分）

体育法

治安管理

处罚法

学位

条例

妇女权益

保障法

民事

诉讼法

社会

救助法

民事强制

执行法

黄河

保护法
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法

黑土地

保护法

学前

教育法

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

修改

制定

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