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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新闻·视点

中国经济顶住多重压力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三年新冠疫情

防 控 转 段 后 经 济 恢 复 发 展 的 一

年。 公报显示， 2023 年，我国经济

增长企稳回升，GDP 超过 126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5.2％，实现了 5％左

右的预期目标。 从相关实物量指标

看， 我国发电量比上年增长 6.9％，

能源消费总量增长 5.7％， 货物运输

总量增长 8.1％，5.2％的经济增长具

有坚实支撑。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

纵向比较，5.2％的经济增速比上年

加快 2.2 个百分点，也快于疫情三年

4.5％的平均增速。 横向比较，我国经

济增速明显快于美国 2.5％、 欧元区

0.5％、日本 1.9％的经济增速，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过 30％ ，

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公报显示，我国就业基本盘总体

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

2023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比上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低

于 5.5％左右的预期目标； 城镇新增

就业 1244 万人， 比上年多增 38 万

人。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

上涨 0.2％，低于美国 4.1％、欧元区

5.4％的涨幅；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

心 CPI 比上年上涨 0.7％。

国际收支保持平衡。 2023 年全

年，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41.8 万亿

元， 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了正增长，

其中出口增长 0.6％， 横向比较好于

主要外向型经济体，国际市场份额保

持稳定。

中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观察向高质量 发 展 迈 进 的 中

国 经 济 ， 既 要 看“体 量”，更要看

“体质”。

根据公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取得新进展。 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 新兴产业加快培育，2023 年制造

业技术改造投资比上年增长 3.8％，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 15.7％、

33.6％。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扎实推进， 电子商务交易额比上

年增长 9.4％，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1.9％。 现

代化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新建高速铁

路 2776 公里， 年末 5G 基站数达 338

万个。

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绿色低碳

转型持续深入。 2023 年，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3.3 万

亿元，与 GDP 之比达 2.64％；清洁能

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

26.4％，比上年上升 0.4 个百分点。

2023 年， 新设经营主体 3273 万

户 ，日均新设企业 2.7 万户 ；民营企

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提升

至 53.5％；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提升

至 46.6％，自贸试验区进出口额占进

出口总额比重提升至 18.4％……公

报显示，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社会民生事业取得新进步。 2023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

增长 6.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值缩小至 2.39。 年末全国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

上 年 末 增 加 1336 万 人 、566 万 人 、

1054 万人。

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信心和决心

“2023 年，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

力、克服内部困难，较好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盛来运说，

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

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仍处于经济

恢复和转型升级关键期，进一步推动

经济回升向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

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风

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困难挑战。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

域改革 ，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了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九项重

点任务。

“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 ”盛来运说，从供给能力看，

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和

集成优势突出，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

比重约 30％，形成了 200 多个成熟的

产业集群。 从需求潜力看，我国不仅

消费规模庞大，消费结构也在迭代升

级。 从要素禀赋看，我国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1.05 年，

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 研发

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 ， “人口红

利” 正在加快向“人才红利” 转化。

从创新能力看，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约为 40 万家， 拥有的全球百强

科技创新集群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在加

快转化应用。

盛来运说，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扩大内需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据新华社）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26 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 1244 万

人，货物进出口总额 41.8 万亿元，新设经营主体 3273 万户……

国家统计局 2 月 29 日发布的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23 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砥砺前行，总体恢复向好，主要预

期目标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攻坚克难回升向好

夯基蓄能向新而行

———解读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自然资源部：

全国耕地总量

连续净增长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

2023

年中国自然

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2023

年，自然

资源系统扎实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巩固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耕地总量连续净增加，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保持高位， 新一轮找矿突破

战略行动取得新进展， 新增一批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服务民生更加有力有效。

《公报》显示，全国耕地总量连续净增长，

实现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2021

—

2035

年）》确定的

18.65

亿亩耕地保护目标。

2023

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

1105.0

亿元，新发现

非油气矿产地

124

处， 圈定找矿远景区

112

个，提交可供商业勘查找矿靶区

102

个。

《公报》显示，截至

2023

年末，除

2017

年

已获批复的北京、上海规划外，所有省级规划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空间规划均已编制

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其中

17

个省级规划已经

国务院批复实施； 全国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 （常钦）

国家邮政局：

1

月我国快递业务量

达

147

亿件

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

2024

年

1

月邮政

快递行业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

1

月份，邮政

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

163.3

亿件， 同比增长

73.2%

。 其中， 快递业务量完成

147

亿件，同

比增长

84.8%

。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

部主任刘江分析，开年以来，消费潜力进一步

释放，助力行业规模持续攀升，

1

月快递业务

量和净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快递业务收入完

成

1228.8

亿元， 同比增长

56.2%

， 进一步彰

显行业发展的韧性。

1

月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继续高于全国

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

占全国的比重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 中西

部大部分地区揽收与派送比例提高， 助力区

域均等化进程。

主要快递企业加快海外网络建设， 增开

至南亚、东南亚全货机航线，布局海外仓，供

给能力和水平快速提升。

1

月国际

/

港澳台快

递业务量完成

2.8

亿件，同比增长

55%

，有力

支撑了跨境电商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韩鑫）

证监会：

加大资本市场法制供给

强化司法保障

2

月

27

日，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

主持召开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座谈会， 就完善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加强法治保障听取意见

建议。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对近年来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充分肯

定， 对下一步工作思路和重点举措提出了意

见建议。 大家认为，办好资本市场，必须坚持

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加快上市公司监管、

证券公司监管、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债券监管

等各领域立法修法，及时评估完善业务规则，

从制度上保障资本市场良法善治。 加强执法

司法高效协同，加大行政、民事和刑事立体追

责力度，全面提升“零容忍”执法效能。 吴清

强调，资本市场的规范要求极高，法治兴则市

场兴。 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与会代表提出

的意见建议， 与有关方面一道共同推动加大

法制供给、提升执法效能、强化司法保障，更

好发挥法治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中的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 （杨虞波罗）

全电力驱动海上风电多功能运维母船在福州下水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全电力驱动海上风电多

功能运维母船“M913-1”

船 2 月 29 日在福建福州

马尾顺利下水。 这艘运维

母船， 设计排水量 9497

吨， 续航力超过 10000 海

里， 为无限航区船舶。 该

船既能为海上风电提供深

远海运维服务， 也能提供

海底电缆铺设和检修功能

服务， 是目前国内较为先

进、 综合性能较高的全电

力驱动海上风电多功能运

维母船。 林善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