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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医师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于2022年3月1日起

施行，涉及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

障医师合法权益等内容。

医师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体现医师职业特点和

技术劳动价值的人事、薪酬、职称、奖励制度。在基层

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医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

津贴、补贴政策，并在职称评定、职业发展、教育培训

和表彰奖励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统筹各类医学人

才需求，加强全科、儿科、精神科、老年医学等紧缺专

业人才培养。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人才队伍建设。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完善安全保卫措施，维护良好的

医疗秩序，及时主动化解医疗纠纷，保障医师执业安全。

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自2022年

3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影响网

络舆论、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

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

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

抵制传播不良信息。

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用户权益保

护要求，包括保障算法知情权，要求告知用户其提供

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

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保障算法选择权，应当向用

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便捷的关闭算

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完善个人收款条码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

务管理的通知》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通知规定，对于为个人或特约商户等收款人生成

的，用于付款人识读并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银行、

支付机构、清算机构等为收款人提供收款条码相关支付

服务的机构应当制定收款条码分类管理制度，有效区分

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防范收款

条码被出租、出借、出售或用于违法违规活动。

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

款服务机构应当为其提供特约商户收款条码，并参照

执行特约商户有关管理规定，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

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优化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管理
登记难、办证难、注销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有

望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促进创业就业。

条例进一步降低和放宽经营准入门槛，将经营范

围分为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除经营范围

中依法须经批准的许可经营项目外，市场主体拿到营

业执照，就可以从事一般经营项目。对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办理登记，特殊程序减少到

3至6个工作日。条例还首设歇业制度，明确因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

而遭受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

内歇业。歇业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

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自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切实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

暂行办法明确，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举报

的，应当通过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公布的接收举报的互

联网、电话、传真、邮寄地址等渠道进行。各级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畅通举报渠道，加强举报渠道专业

化、一体化建设。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对经查实且具

有重大社会影

响的典型案例，

应当向社会公

布。经查实符

合举报奖励条

件的举报，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

应当按规定予

以奖励。

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创新高
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上年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

茅；经济规模突破110万亿元，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经

济总量达到17.7万亿美元，预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

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左右。粮食生

产再获丰收。2021年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

产267亿斤，增长2.0%，再创历史新高。

人均GDP突破8万元超世界平均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

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国民

总收入1133518亿元，比上年增长7.9%。全员劳动生产率

为146380元/人，比上年提高8.7%。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

上年实际增长8.1%，快于人均GDP增速，与GDP增速同步。

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1万亿元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投资便利化水平提

升，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广阔的市场机遇、优化的营商

环境使中国继续成为引进外资的热土。2021年，我国实

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1.1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首次突破1万亿元。

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
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2021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超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其中，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48075万人、54797万人、136424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2454万人、554万人、293万人。

全年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64.3%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空气质量继续改善。2021年，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为87.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全年空气质量达标

的城市占64.3%；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30微克/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9.1%。

中国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基础研究管

理中心)2月28日在北京发布202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火星探测、中国空间站等10个项目从专业期刊推荐

的310项科学进展中脱颖而出入选。

最新评选揭晓的202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分别是：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

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完成对接；

——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揭示月球演化奥秘；

——揭示新冠病毒(SARS-CoV-2)逃逸抗病毒药物

机制；

——“中国天眼”(FAST)捕获世界最大快速射电暴样本；

——实现高性能纤维锂离子电池规模化制备；

——可编程二维62比特超导处理器“祖冲之号”的

量子行走；

——自供电软机器人成功挑战马里亚纳海沟；

——揭示鸟类迁徙路线成因和长距离迁徙关键基因。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由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

展中心(基础研究管理中心)牵头主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17届，旨在展示中国重大基础研究科学进展，激励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热情和奉献精神，开展基础研究科学

普及，促进公众理解、关心和支持基础研究，在全社会营

造良好的科学氛围。 ■ 据中新社

事关医疗、市场主体、个人收款条码……

这些新规今天开始施行

人均GDP突破8万元 超世界平均！

2021年这些新突破值得铭记

202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火星探测、空间站等入选

吹面不寒杨柳风，一批3月起开始施行的法律，

为我们带来春天的暖意。医师合法权益再添法律保

障、禁止通过算法实施不正当竞争、加强对个人收款

条码的安全管理……法治护民生，给你我带来满满

获得感。 ■ 新华社记者 白阳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面对复杂国际环境、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多

重挑战，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一个

个新突破，见证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 据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