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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4日电 （记

者杜海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

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31.11 万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 9.9% 。 其 中 ，出 口 17.67 万 亿

元 ，增 长 13.8% ；进 口 13.44 万 亿

元，增长 5.2%；贸易顺差 4.23 万亿

元，扩大 53.7%。

9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81
万亿元，增长 8.3%。其中，出口 2.19
万亿元，增长 10.7%；进口 1.62万亿

元，增长 5.2%；贸易顺差 5735.7 亿

元，扩大 29.9%。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两 位 数 增

长、比重提升。前三季度，我国一

般贸易进出口 19.92 万亿元，增长

13.7%，占我外贸总值的 64%，比

去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 11.3 万亿元，增长 19.3%；

进口 8.62 万亿元，增长 7.1%。同

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6.27 万亿元，

增长 3.4%，占 20.2%。其中，出口

3.99 万亿元，增长 5.4%；进口 2.28
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

贸 易 伙 伴 进 出 口 增 长 。 前 三 季

度，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我

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4.7 万亿元，增

长 15.2%，占我外贸总值的 15.1%。

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与

欧盟贸易总值为 4.23 万亿元，增长 9%，占 13.6%。美国为我

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与美国贸易总值为 3.8万亿元，增长 8%，

占 12.2%。其中，对美国出口 2.93 万亿元，增长 10.1%；自美

国进口 8651.3亿元，增长 1.3%。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10.04万亿元，增长 20.7%。其中，出口 5.7
万亿元，增长 21.2%；进口 4.34万亿元，增长 20%。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提升。前三季度，民营

企 业 进 出 口 15.62 万 亿 元 ，增 长 14.5%，占 我 外 贸 总 值 的

50.2%，比去年同期提升 2 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 10.42 万亿元，增长 2%。国有企业进出口 5.02 万亿

元，增长 15.1%。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前三季度，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0.04 万亿元，增长 10%，占出口总值的

56.8% 。 同 期 ，出 口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3.19 万 亿 元 ，增 长

12.7%，占出口总值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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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4日电 （记者刘志强）日前，交通运输

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发布了《关于

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建设目标：到 2025 年，

主骨架能力利用率显著提高，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和统筹融

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实体线网里程达到 26 万公里左右；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基本建成，普速铁路瓶颈路段

基本消除，“71118”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本贯通，普通国

道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综

合交通枢纽体系一体化、集约化、复合化水平明显提高。到

2035 年，主骨架全面建成，网络韧性显著增强，基础设施质

量和安全、智能、绿色水平达到世界前列，有力支撑“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构建，为基本建

成交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将加快建设
到2025年，实体线网里程达26万公里左右

10 月 2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三季度经济

数 据 ，初 步 核 算 ，前 三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同比增长 3.0%，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

百分点。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恢复，三季

度经济恢复向好，明显好于二季度，总体运行

在合理区间。

三季度增速企稳回升，
就业形势好于一、二季度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总体呈现恢复向好

态势。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

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指标恢复回稳，保持在

合理区间，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实 体 经 济 稳 步 发 展 ，经 济 增 速 企 稳 回

升。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 3.9%，比二季度

加快 3.5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4.6%，拉动经济增长 1.4 个百分点；批发和

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

饮业增速均由负转正，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6%、2.6%和 2.8%，合计拉动经济增长 0.3 个

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赵同录

介绍，前三季度，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分别为 6.3%、40.2%和 53.5%。与上年同

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持平，第二产业比重提

高 1.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1.1 个百

分点。

物 价 水 平 温 和 上 涨 ，就 业 形 势 总 体 稳

定。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

比上涨 2.0%，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3 个百分

点；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6%，其中

三季度平均为 5.4%，比二季度下降 0.4 个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

萍介绍，进入三季度，7、8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

率继续下降，7 月份为 5.4%，8 月份为 5.3%，9
月份受疫情多发散发影响，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上升为 5.5%。“总体来看，三季度就业形

势好于一季度和二季度。”

王萍萍表示，下阶段保持就业稳定具有

较好条件。一是工业、服务业生产企稳回升，

经济持续恢复为就业形势稳定提供了有力保

障。二是各项稳就业政策持续加力，针对市

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制

造业困难大户，全面实施“降、缓、返、补”系列

助企纾困政策，有力促进了就业稳定。三是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产业新

动能继续增长，新岗位新职业不断涌现，为劳

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经济运行持续恢复，供给
侧结构持续优化

三季度，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

政策措施落地显效，工业、服务业经济持续

恢复。

工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恢复。三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较

二季度回升 4.1 个百分点。从月度看，7、8、9
月份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8%、4.2%、6.3%，

呈加快恢复态势。分地区看，各地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超七成地区工业

生产回升。三季度，全国有 23 个省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二季度回升或降幅收

窄、由降转增，回升面达到 74.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快速修复，三季度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

率达到 75.7%，环比回升 6.6 个百分点，增加

值同比增速由二季度下降 7.6%转为大幅增

长 25.4%，对工业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三季

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113.1%，较二季度

加快 20.8 个百分点。

服务业经济运行也有所改善。三季度，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2%，比二季度上

升 4.5 个百分点。9 月份，生产性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连续 4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邮

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

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 60.0%，业

务总量增长较快。

在生产恢复的同时，新动能引领作用凸

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技术持续引领。

三 季 度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7%，增速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1.9 个百分

点，继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新产品高速增

长。新能源、新材料产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其中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多晶硅等新材

料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83.2%、56.1%。新

业态发展活跃。随着前沿技术与服务业场景

加速融合，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行业发展

新动能不断增强。

三大需求持续回升，恢复
发展后劲增强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我

国经济恢复发展后劲增强。

净出口较快增长。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

环境，我国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举措加

力提效，外贸呈现较强发展韧性，为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献。前三季度，货物和

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2.0%，拉

动 GDP 增长 1.0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货

物 和 服 务 净 出 口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27.4%，拉动 GDP 增长 1.1 个百分点。

消费持续恢复。在稳增长促消费政策支

持下，消费需求总体延续恢复态势，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巩固。前三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7%，增速比 1—8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在市场供给不断完

善的条件下，居民对品质化消费、绿色消费的

需求逐步增加。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前三

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 387 万辆，同比增长

113.2%。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41.3%，拉动 GDP 增长 1.2 个百分点。

其中，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为 52.4%，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赵

同录说。

投资平稳增长。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

产 投 资（不 含 农 户）同 比 增 长 5.9%，增 速 比

1—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小

幅回升。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1%，

增速比 1—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基础设

施投资同比增长 8.6%，增速比 1—8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连续 5 个月回升。

随着政策效能不断释放，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有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恢

复的关键作用增强。赵同录介绍，前三季度，

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6.7%，

拉动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

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0.2%，

拉动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

“下阶段，要扎实落实盘活地方专项债结

存限额、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配套支持部

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等系列举措，推动扩大有效投资。”国

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翟善清表

示，各地各部门需要继续优化民间投资环境，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撬动作用，有效调动

民间投资积极性，促进投资持续向好。

三季度GDP同比增长 3.9%，比二季度加快3.5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总体恢复向好
本报记者 陆娅楠

■经济聚焦R
核心阅读

三 季 度 经 济 恢 复 向
好，明显好于二季度，总体
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
策措施落地显效，在生产
恢复的同时，新动能引领
作用凸显，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消费、投资、出口三
大需求持续回升，经济恢
复发展后劲增强。

近日，荷兰阿姆斯特丹至辽宁沈阳的国

际货运航线成功首飞，载货量 83 吨、货值 500
万欧元。本次航线的开通，也标志着华晨宝

马直飞货运包机正式通航。

作为宝马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华

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对国际定班全货机的

需求紧迫。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借助

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将德国生产的汽车零部

件运至阿姆斯特丹，再用货运包机直接运往

沈 阳 ，有 效 解 决 了 货 物 在 国 内 二 次 周 转 的

难题。

近年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大力

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开通国际货

运包机新航线，促进交通、物流与产业深度融

合，推动通道经济带动高水平开放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开放不止于此。近年来，沈阳加速推进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系统推进建

设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制度、开放环境，

力求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跨越。沈阳市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沈阳实际利

用外资 38.8 亿美元，增长 677.3%；引进到位内

资 1107.28 亿元，增长 38.1%；全市新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 1276 个，同比增长 53.9%；落地 804
个，同比增长 106.7%。”

“我们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全面拓展

‘空陆海网’大通道，高起点规划临空经济区，

加快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做优做强自由

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加

快打造具有国际门户作用的枢纽城市。”沈阳

市市长吕志成说。

打造开放包容的生态体系，不仅要搭建

好连接世界的“硬平台”，还要提供营商服务

的“软支持”。为方便企业群众，沈阳推出优

化营商环境建设“硬招”“实招”：开展专项助

企行动，发布营商环境“红黑榜”，选聘专业

人士担任营商环境体验员；12345 政务服务

热线实现 100%即时转办率、回访质检 100%
覆盖；推动“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建设数

智营商综合服务平台，为干事创业者提供广

阔空间。

为了吸引更多创业者，沈阳不断加大引

才力度。围绕高精尖科技优才、产业人才、

青年后备人才、技能人才等，推出补助政策；

每年引进 25 个左右技术创新团队，最高给予

2000 万元资助，给予团队最高 500 万元奖励；

对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的战略科学

家领衔的“项目+团队”，采取“一事一议”方

式给予项目资助……沈阳持续实施“兴沈英

才计划”，鼓励以“带土移植”方式引进人才

及团队。

2016 年，在沈阳找到创业方向的张婷婷

和几位合伙人在浑南区注册了沈阳众创高科

节能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区里还为我们减免

了半年的房租，有效减轻了我们的负担，预计

今年我们的销售额会翻倍增长。”张婷婷信心

十足。

辽宁沈阳畅通对外发展渠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高水平开放，增强城市吸引力
本报记者 辛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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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10月 24日电 （记者罗艾桦、姜晓丹）近日，

全球最大单体碱性水电解制氢装备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下

线。该装备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自主独立设计并

生产制造，具备 10%—110%宽频调谐制氢能力，在消纳可

再生能源波动性方面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同等级设备相

比，电解槽长度缩小 50%，产氢能损更低；在大规模制氢项

目的应用中，单位产能设备投资可以减少 30%，为获取平价

绿氢提供了技术支撑。

广东阳江

最大单体碱性水电解制氢装备下线

制图：汪哲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