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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复工赶订单 沿海地区“抢人”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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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热化

沿海地区“抢人大战”正酣。1月27日，浙
江宁波11家重点外贸企业在当地人社部门的
组织下，赶赴贵州跨省招工，为节后开工做足
人力储备。其间，宁波慈溪市就业中心副主任
沈益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今年总共
组织了5个小分队，分别去湖南、安徽、贵州等
地进行返岗服务和招聘活动。

仅在前一天， 即1月26日（正月初五）下
午， 随着两架飞机平稳降落在福建福州长乐
国际机场，来自云南的238名返岗务工人员顺
利抵达福州。同日，江苏无锡市人社局的工作
组一大早就登上飞机，奔赴云南曲靖。他们与
当地人社局共同组织了一场“点对点”的包机
活动，次日，来自云南曲靖的120名务工人员
乘坐返岗包机顺利抵达无锡。

此外，在广东，1月26日17：41，从广西桂

林北站出发的返岗免费专列G2961次驶入深
圳北站，400余名广西桂林籍务工人员抵达深
圳。根据报道，官方在阳朔安排了专车接人，
送到桂林高铁站， 到了深圳北站又有公司
大巴送到宿舍门口， 点对点无缝衔接。此
前，广东相关部门曾表示，打算到今年3月底
以前，与省外重点劳务输出省开展线下、线上
多种形式对接，举办2000场以上招工活动。

“沿海各地各企业面对‘抢人大战’各出
其谋，加薪包机包车只是‘基本餐’，各种生活
用品暖心大红包更准备就绪， 不仅解决春节
返岗交通一票难求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还解
决了节后企业务工用人荒之急。”澳门博士智
库主席邓伟强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

老问题

“稳生产首先要保用工，‘抢人大战’率先
在沿海地区打响， 原因之一便在于沿海地区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同时，其‘用工
荒’现象也更为突出。”天使投资人、知名互联
网专家郭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经济迅速回暖为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埋
下伏笔。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向北京商报
记者分析， 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调整之后，
市场预期趋向好转， 整体经济恢复速度较
快。“春节期间的消费情况其实就是一个例
证。”王鹏表示。美团1月27日发布的2023年
春节消费数据显示， 生活服务业迎来“开门
红”，假期前6天，日均消费规模同比2019年春
节增长66%。

“春节之后，各大工厂需要开足马力进行
生产， 第一就是消化经济回暖大势下不断增
加的订单。”王鹏表示。订单增加的同时让各
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缺口， 在宁波，当
地人社局于节前对市重点工程、外贸企业等
各领域的3147家企业开展专项调查， 结果
显示预计返岗率超过80%，但对于不少在手

订单多、准备增资扩产的企业来说，人手仍
显紧张。

具体到企业， 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舒孝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外贸订单已经排到了2024年3月，订单井
喷式的增长让一线工人出现了200人左右的
缺口。“按照年前的摸排，我们2023年的订单
可能会有15倍的增长。” 舒孝瑜表示，“我们
主要还是想招一批年龄合适、 稳定的一线产
业工人。”

对此，王鹏指出，沿海地区“抢人”其
实也是老问题在新时期的新表现 。“中西
部及北方地区、低线城市和乡村地区相对来
说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东南沿海区域人
力资源相对匮乏， 并非是单纯的人少，而
是从事一线生产工作的人员需求很大，但
仅仅依靠本地人员可能难以完全胜任。”王
鹏介绍，“所以需要跨区域进行人力资源的
调配。”

“抢到”之后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丁兴旺、产业兴旺，
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促
进的，所以各地‘抢人’既是经济需求，也反映
出人的价值在提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
对外开放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建伟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
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随着我国总人
口进入负增长区间， 各地区各用人单位对吸
引劳动力资源越发高度重视。

目前，为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多地的“补
贴”等政策已经跟上。例如深圳人社局早已于
1月12日发文宣布， 对在2月1日-4月30日期
间，新招用首次来深就业员工，并为其连续正
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满3个月的企业（劳务派遣
单位除外）， 按照每人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新招用员工补贴，每家企业最高30万元，同
时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新招用员工， 按照每人
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初次就业补贴。此
外，上海、杭州等地都推出补贴企业员工返岗
包车费用的50%， 鼓励企业租用大巴车组织
跨省“点对点”外来务工人员返岗。

除此以外，如何才能进一步吸引劳动力？
陈建伟直言，重点在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营
商环境和宜居度。具体而言，王鹏指出，要给
青年员工提供上升通道， 并通过各类配套建
设提升其留岗意愿。“一方面， 要注意到不是
让大家在工厂里‘吃青春饭’，也不能只是帮
助其提升技能，还要提供更好的管理岗位，也
就是晋升空间。”王鹏表示，“另一方面，‘抢人
大战’不是把人抢来就结束了，还要让大家能
够安心工作和生活，相应的医疗、教育、卫生、
住房等等公共服务也要跟上。”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全力拼经济，力争“开门红”。节后复工，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在招工上“先人一步”。1月27

日，浙江宁波11家重点外贸企业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组织下，赶赴贵州跨省招工。同日，来自

云南曲靖的120名务工人员乘坐返岗包机顺利抵达江苏无锡。除此以外，上海、杭州等地均

已出台政策开始“抢人”。

专家分析认为，各地目前给出的加薪包机包车等政策只是“基本餐”，一切都在于解决

节后企业用工荒，力求为今年经济“拔得头彩”。目前，沿海地区订单增长的同时，也为企业

带来了用工缺口，各地区各用人单位对吸引劳动力资源也越发高度重视。未来各地需要通

过提高工资待遇、改善营商环境和宜居度等举措，进一步填补缺口、吸引劳动力。

冲刺“开门红”

比往年提前

春节过后， 一直是各地陆续开始举办一
季度重大项目开工仪式的时间， 今年开始得
尤其早。

1月28日，节后复工第一天，雄安新区在
启动区举行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集中开工项目43个，总投资416亿元，涵
盖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智能城市等方面；
同一天，陕西省宝鸡市集中开工项目67个，总
投资417亿元，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
术产能等方面， 将持续放大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增量和贡献。

1月29日，广东省深圳市举行2023年首批
重大项目开工仪式，新开工项目266个，总投
资约3295.3亿元，2023年度计划投资约535.6
亿元。

部分省市在开工仪式上透露了重点项目
名单。1月28日， 在陕西省2023年一季度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上，总投资140亿元的宝鸡
凤翔区西凤酒10万吨优质基酒生产及配套项
目成为最大亮点；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公
布包括大鹏新区档案馆·方志馆建设工程、大
鹏新区优质产业空间试点项目在内的10个项
目，总投资64亿元，其中鹏美花园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在投资额度上， 部分地区今年计划投资
额度明显提升。如陕西省一季度795个省市重
点项目开工， 总投资5646亿元， 同比增长
26.3%，年度投资2277亿元，同比增长21.6%；
成都市政府1月28日发布的2023年1号文件
《成都市2023年重点项目计划》显示，全市拟
编列重点项目共900个，年度计划投资3511.8
亿元，较2022年增加36.9亿元。

“老大哥”和“新生代”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基础设施
和向高精尖倾斜仍然是各地集中开工或计划
今年开工项目的“大头”。

四川省成都市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表现得
尤为抢眼。根据其编列的2023年900个重点项
目清单，仅145个重大基础设施总投资便高达
9697.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39.9亿元，接近
全年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2.44万亿元的一
半。其中，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编列火车北
站扩能改造配套工程、 东西城市轴线（东
段）、成自铁路天府站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等
项目62个。

优化产业结构， 向高精尖倾斜在沿海地
区表现得较为突出。 根据浙江省日前印发的
《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2023
年重大项目实施计划》，浙江将不断优化投资
结构，力争2023年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以及交通、 水利和能源投资增速均快于
面上投资增速。

“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是国家和地方的‘十
四五’发展规划的要求，也是未来发展必然趋
势，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新基建’领域，高精
尖项目则是我国科技创新动能转换的必然要
求。”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

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

多次提及的“智慧城市”，开始出现在部分省
市的重大项目涵盖领域中。如深圳市首批266
个重大开工项目中，产业领域项目96个，项目
总投资约1864.2亿元， 主要包括燕罗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园项目、平湖智造园（一期）、前海
深港创新产业园等。

洪涛指出， 目前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更
多停留在提供民生保障、政务服务、辅助决策
三个层面，即使是交通出行，公交牌的智能化
都没有完全覆盖，在经济的生产、交换、物配、
仓储、销售、结算、售后、服务、体验、文化、体
育、医疗、环保、空气、信息管理等方面，还存
在许多公众需求、市场需求、治理需求没有得
到满足，需要加快努力补短板。

提信心显决心

为何各地今年重大项目开工仪式如此提
前和密集？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确定‘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目标后的第一年，各地也已经先后确定
了2023年5%左右的经济发展目标，按照国家
扩大内需的战略要求，一是要扩大投资；二是
要促进消费。因此兔年春节后迅速开工，是新
时代客观必然的选择， 也是对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的落实。”洪涛称。

就重大项目本身的意义而言， 北京社科
院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鹏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表示，
重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 一来可以在短时间
内为相关企业带来订单，给企业带来收益，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 二来通过重大工程项目迅
速开工建设，可以彰显我国经济的韧性，表明
今年经济恢复发展的决心， 给市场吃一颗定
心丸，提振市场信心。

曾在安徽省2022年第四批重大项目开工
动员会上亮相的淮河能源集团潘集电厂相关
项目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潘集电厂项目负责
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后第一个核准开

工的项目，潘集电厂一期项目建成投产后，每
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83.86万吨、二氧化硫
约25万吨、氮氧化物约12.6万吨，每年可实现
工业产值30亿元以上， 上缴税费约2亿元，能
有效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和当
地税收。

专项债护航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加快
重大项目建设、扩大高质量投资，一直是各地
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之一。洪涛认为，本轮各地
如此有底气地密集开工多项重大项目， 且提
高了预期投资额， 专项债券发挥了积极的引
导作用。

河北省预算报告显示， 该省2023年提前
审批专项债额度为1286亿元， 相比去年增长
73.8%。此外，宁波市、青岛市、河南省、福建省
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分别为265亿元、
319亿元、1271亿元、933亿元，相比去年增长
93.4%、54.1%、55%、34.6%。

“作为筹集资金建设专项工程而发行的
债券，专项债额度的提高，也给了各地密集开
工重大项目的底气。”洪涛说道。

在专项债之外， 为保证重大项目顺利进
行，洪涛建议，一来需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
利用金融手段驱动重点项目投资， 如2022年
两次下降银行准备金率，扩大了10000亿元金
融流动性等便是可参考的举措； 二来需采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2022年减税降费缓税退
税等系列税收政策给市场让利4万亿元的基
础上，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各类市场积
极开拓国内市场， 探索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的模式创新。

“从春节消费来看， 我国消费迅速恢复，
从投资来看，我国投资加快进度。由此可以看
出， 中国经济提出的5%左右的经济发展目
标， 应该可以超额完成， 也可以高质量地完
成。”洪涛称，“希望社会各界把握机遇，扩大
内需，从而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各地争先拼经济
春节后复工的前两天，多地发力稳投资，一

批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雄安新区、河南省、陕西省、四川省、湖南省、广

东省等多地在春节复工后密集举行重大项目开

工仪式，或是发布2023年重大项目计划，力争实

现“开门红”。在各地众多开工项目中，基础设施

和向高精尖倾斜仍是“大头”，智慧城市建设也

逐步出现在各大城市的规划之中。

专家分析指出，重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各

地争先密集开工， 一来可以在短时间内为相关

企业带来订单，增加收益，进而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二来彰显了我国经济的韧性，表明了今年我

国经济恢复发展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