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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城际实行月票制、京雄城际

开通运营、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即

将建成通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实施近 7 年来，交通一体化成为率先

突破的重点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

在加速奔跑，服务民众新生活。

高铁连点成网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 18 分，雄

安新区刚刚落成的雄安站内，复兴号

高速动车组 C2702 次列车准时发出，

驶向北京西站。自此，京雄城际铁路

全线开通运营，北京与雄安这座“未来

之城”紧紧联在一起。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雄安

新区融入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实现了

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的半小时交通

圈。”雄安高铁公司雄安指挥部副指挥

长李政说，开通后，北京西站至雄安新

区间最快旅行时间 50 分钟，大兴机场

至雄安新区间最快 19 分钟可达。

39 岁的常永山来自北京大兴，是

中国电科集团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

司 雄 安 分 公 司 总 经 理 。 这 家 公 司

2018 年进驻雄安，参与新区智能城市

规 划 建 设 ，目 前 新 区 常 驻 员 工 70 余

人，大多来自北京。

“以前开车大约要一个半小时。

高铁通车后，将极大解决公司员工京

雄两地通勤问题。”常永山说。

除了京雄城际之外，京津冀的“高

铁名单”还有一长串：京津城际延长

线、石济高铁、京张高铁、京哈高铁承

德至沈阳段……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高铁逐步连点成网，京津冀

半小时、一小时交通圈已初具规模，让

空间上的“一体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

“同城化”。

普速串联成环

在京津冀区域内高铁逐步成网的同时，普速铁路也在快

速发展。

为盘活区域内既有铁路线路资源，铁路部门打通河北省

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唐山、承德、保定、定州 8 个地市级城

市与北京、天津和省会石家庄之间的地理阻隔，以石家庄、邯

郸为支点，开行 4 对环绕京津冀的普速环形列车，大环形列车

单程运行最长距离达 2898 公里；小环形列车由衡水始发，经

停天津、唐山到达秦皇岛；由邯郸始发经停石家庄、北京西到

达张家口。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环形普速列

车的开通，不仅实现京津冀区域内主要地市级城市之间的有

效串联，也为目前尚未开通高铁线路区域的地市级城市民众

提供了就近通过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一次性换乘高铁的良好

出行体验。

与此同时，市郊列车的大力开行也在积极缓解京津冀交

通压力，促进区域交流合作。

除了已经开通运营的津蓟线市郊列车、北京市郊铁路城

市副中心线等，去年 9 月 30 日，北京市郊铁路 S5 线（怀密线）

正式从清河站改为北京北站始发终到。旅客出行有了更多选

择，还可更加便捷地游览雁栖湖、红螺寺、青龙峡、古北水镇、

金山岭长城等景区，提升出行体验。

未来出行更美好

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蓝图上，京唐城际、京滨城

际、津兴铁路等多条高铁的建设正在不断推进，石雄城际、雄

忻高铁、雄商高铁等多条铁路的建设审批通过……

1 月 7 日，一列崭新的 CR400AF—G 型复兴号高寒动车

组列车呼啸驶过京哈高铁北京至承德段，预示着京哈高铁进

入全线开通倒计时。

京哈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即将开通运营的最后一段北京

至承德段，将承德市拉进首都 1 小时交通圈。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铁路部门在不断完善路网

结构，全力打造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目前，北

京、石家庄、天津、廊坊、沧州等城市间开行了朝夕通勤早晚

动车组。

展望未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铁

路部门将在高铁、城际、普速、市郊等列车开行的基础上，根据

早晚高峰客流需求，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地市级以上列车开行

方案，增开热门方向城际列车，充分满足民众出行需要，打造

出行美好生活。

（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樊曦、岳阳、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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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8 日电 （记者林丽鹂）记者从 18 日召开

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三五”时期我国市场监

管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商事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激发了各类

市场主体活力，年均净增市场主体 1247.7 万户，营商环境国际

排名从 84 名上升到 31 名。

“十三五”时期，市场监管体制实现重大改革，实现了分

段、分领域监管向统一、综合监管的转变；市场监管基础性制

度与时俱进；食品药品等安全基础不断巩固向好；质量提升行

动深入开展，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稳定在 90%以上；市场秩

序和消费环境持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强。

“十三五”期间

我国年均净增市场主体 1247.7 万户

■经济新方位
2020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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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江苏宿迁泗洪县龙集镇的晚稻开

镰收割。 张连华摄（影像中国）

图②：内蒙古呼和浩特建筑行业技能大赛，

选手在进行电焊。 丁根厚摄（影像中国）

图③：一艘远洋货轮徐徐离开深圳前海

湾保税港区。 史家民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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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两国立法机构积极推动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

共识落实落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提供法律和

政策支持。要发挥立法机构代表同民众联系紧密的优势，传

承中柬世代友好，助力国家关系发展。

柬埔寨国会主席韩桑林说，柬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团

结抗击疫情，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柬国会

愿积极发挥作用，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合作，为推进各

领域务实合作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参加开幕式。

“我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取得了极不

平凡的成就，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世界瞩

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国家统计局局长

宁吉喆 18 日表示，2020 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2.3%，预计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新的

大台阶，社会生产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综合国力又跃上
一个新的大台阶，宏观调
控主要目标已经实现

GDP 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

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

义。”宁吉喆说。

回顾历史，我国经济体量茁壮成长。2000
年，经济总量迈上 10 万亿元台阶，2012 年突破

50万亿元，2020年又突破 100万亿元。20年内

经济总量规模扩大至 10 倍。环顾全球，在全

球占比继续提高。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 1 万

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宏观调控主要目

标也得以实现。

就 业 形 势 总 体 稳 定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131.8%。2020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

人，明显高于 900 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

物价形势总体平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2020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比上年上涨 2.5%，低于 3.5%左右的

预期目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 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国 际 收 支 总 体 改 善 ，单 位 能 耗 有 所 降

低。2020 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 32165 亿

美 元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了 1086 亿 美 元 。 2020
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0.1%。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也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2020
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污染防治效果显著，2020 年全国 337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的

比例达 87%，比上年提高 5 个百分点。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成效，金融风险

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全国人

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建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障覆

盖超 13 亿人，基本养老保障覆盖近 10 亿人。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
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

“ 这 些 成 绩 是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肆 虐 全

球、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外部环境更加

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取得的，来之不易，成之

惟艰。”谈及成绩单，宁吉喆表示。

2020 年初，疫情突如其来，我国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8%。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中国经济巨轮

破浪前行。

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人流、物流、资金流

有序转起来。2020 年 4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转正，5 月服务业增速转正，6 月外贸

进出口增速转正……我国在全球率先实现

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增加 1 万亿元财政赤字，发行 1 万亿

元抗疫特别国债，新增减税降费 2.5 万亿元，

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 1.5 万亿

元……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产业链供应链

基本稳定，2020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 41 个

大 类 行 业 中 25 个 行 业 增 加 值 实 现 增 长 ；

2020 年 12 月，全国 25—59 岁就业主体人口

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7%，恢复至上年同期

水平，居民就业得到保障；2020 年前 11 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与基层“三保”有

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扶贫支出

分别增长 9.8%、9.5%、9.2%，基层运转得到较

好维护。

深 入 推 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市 场 主

体活力潜力充分迸发。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意见》相继出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深入推进，电力、油气体制改革继续深

化……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放管

服”改革成效继续显现，2020 年前 11 月，日

均新设企业 2.2 万户，日均净增 1.2 万户；四

季 度 全 国 工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达 78% ，比 三 季

度 回 升 1.3 个 百 分 点 ，为 2013 年 以 来 的 最

高点。

▶今年支撑经济稳定
恢复的有利因素较多

经济总量突破 100 万亿元，为我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挖掘内需尤其是

消费需求的潜力。”宁吉喆说。

从总量看，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

压舱石。2020 年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

重仍然达到 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 11.2
个百分点。

从增量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逐季增强。2020 年四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6%，

增速比三季度加快 3.7 个

百分点。

从潜力看，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2013— 2019 年，我国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 60%左右，

而发达经济体一般在 70%—80%。

“从 2021 年的情况看，我国经济有基础

也有条件延续稳健复苏态势。”宁吉喆指出，

虽然当前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压力仍然较大，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而且正在显现。

物质基础雄厚。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巩

固，粮食总产量连续 6 年都超过 1.3 万亿斤；

工业主导作用增强，工业增加值超过 30 万亿

元；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交通通信、能源水利

保障作用增强。

产业体系完整。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

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

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货

物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一，是 1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21 年，面临不确定

性的考验，我国完整的生产协作体系和配套

能力将会继续发挥有效作用。

市场空间广阔。我国 14 亿人口、4 亿多

中等收入群体、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

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明显。

科技实力强大。我国研发投入总量已

达到世界第二，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已成为

世界最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高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已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

人力资源丰富。我国劳动力供给

规模居世界前列，16—59 岁的劳动年

龄人口近 9 亿，技能人才达 2 亿人，研

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这为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撑。

“特别是党的坚强领导、显著

的制度优势是经济行稳致远、

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宁吉

喆说，“我们会按照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的要求，更加精

准有效实施财政、货

币、就 业、投 资、消

费、区域、产业等

政策，实现经济

的持续健康

发展。”

我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取得极不平凡的成就

2.3%，了不起的正增长！
本报记者 陆娅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