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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至 2021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平均为 38.6%；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

重提高到近 30%，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却

累计下降约 34%；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站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强调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

展质量摆在更突出的位置，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等各方面部署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 GDP 的含金量

是多少，或者说经济增长是否能带来更多绝对量

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

经济师陈文玲说。

挑战越多、困难越大，越彰显出坚持高质量

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经济也正

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对冲前进路上的一

切不确定性。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高质量发展的确

定性，在于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坚定不移。

今 年 9 月 底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发 布 的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1 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位居 36 个中高收入经

济体之首。2013 年起，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

发经费投入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空间站筑梦苍穹，载人航天取得新突

破；中国大飞机 C919 取得型号合格证，全球首架

正式交付；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正式下水

亮相、运油—20 飞机翱翔天宇……今年一系列

重大科技成就彰显创新魅力，创新引擎成为经济

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

美国彭博社发表评论说，中国近十年来一直

专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更高质量

的增长，这些高技术领域正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

更高的价值。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高质量发展的确

定性，在于转型升级的方向坚定不移。

1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再创新高，

市场占有率达到 33.8%。新能源汽车出口 9.5 万

辆，同比增长 1.5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的新动力。

从汽车进口大国到出口大国，折射中国制造

业深刻嬗变。

制造大国加快转向制造强国，服务业稳居国

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绿色成为经济发展的鲜亮底

色，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第一大引擎，中国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十年砥砺，在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

“三新”经济，是反映经济发展新动能趋势的重要

指标。2021 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达 17.3%，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比 2020年增长 35.4%。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高质量发展的确

定性，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

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环境……虽无法完

整纳入 GDP 的统计范畴，但无一不与民生福祉

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一系列重

大政策举措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012 年至 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实际增长 6.6%，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6 亿人，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超 10亿人，形成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持续把稳就业、稳物价、

保民生作为必须守好的底线。尽管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今年前 11 个月，

城镇新增就业 1145 万人，完成 1100 万人的全年

目标任务。全球通胀压力高企，中国物价形势保

持总体稳定，前 11 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以

“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等

指标来衡量，更加侧重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获得感。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

连续两年出现有记录以来的下降，而 2021 年中

国在这一指数的排行榜上较 2019 年提升了 6 位。

乘长风破万里浪——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经

济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航道，在把握发展主动中

迈向更加光明的前景。

纵观当前中国经济，经济减速但并未失速，结

构优化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势头并未中断，产

业链、供应链展现出较强抗压性，经济快速反弹的

动能正在积蓄、释放……面对一系列超预期因素

造成的意外干扰，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

虽有狂风骤雨，更有辽阔深邃和澎湃动力

——“ 中 国 经 济 是 一 片 大 海 ，而 不 是 一 个 小 池

塘。”这是中国经济真实的写照。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2月 9日凌晨，苏州赴欧经贸团近 190人在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集结，包机飞往欧洲。从东部沿海

的浙江、江苏，到中西部的湖南、四川，多地外贸企

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掀起组团出海招商的热潮。

疫情，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直接

的不确定性因素。伴随着中国防疫形势的好转

和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当前越来越多地方开

启“拼经济”模式，释放出经济加快恢复的活力和

干劲儿——

最新数据显示，多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率达九成，多个省份影院营业率超过七成，全国

超七成景区恢复营业；国家铁路货运继续保持高

位运行，铁路客流呈明显回升态势；航班量加快

回升，12 月 5 日至 12 月 11 日周执行客运航班环

比增长 66%……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面对世纪疫情，在每一个关键时

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

学研判、果断决策，作出周密部署，努力用最小代

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

根本条件。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

作的二十条措施。次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

12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更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次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优化落实疫

情防控的“新十条”。

三年来，中国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

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

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

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

正是由于举国上下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为最高准则的抗疫努力，中国经受住全球多轮疫

情流行的冲击，取得“三个赢得”的重要成果：赢得

了新冠病毒变异株毒性持续下降的宝贵窗口期，

赢得了药物研发、医疗救治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宝贵

窗口期，赢得了全民广泛接种疫苗的宝贵窗口期。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始终尽最大

努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在大流行疫情面前，保障更大范围、更长远、

更多人群的利益，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选择。

“中国考虑效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得与失，

还要算健康账，特别是民生账、社会账，要用动态

眼光来算账。”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

相关研究机构发现，在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引发的疫情高峰中，一些发达国家的贫困县死

亡率远远高于富裕县，穷人与富人的死亡率差距进

一步加大，新冠肺炎甚至被称为“穷人的流行病”。

全民免费接种疫苗，累计接种疫苗超 34.5 亿

剂次，新冠治疗药物纳入医保，争分夺秒建设方

舱医院，汇集优势力量开展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死亡

人数最少的国家。尽管人均医疗资源、医学技术

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但中国实现人均

预期寿命稳步上升，2020 年达到 77.93 岁，2021
年提高到 78.2 岁。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正面临着新形势新任

务。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始终坚持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利益至上，

实施好“二十条”和“新十条”，确保防控措施调整

转段平稳有序。

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更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杭州传化公路港是长三角地区辐射范围最

大的物流中心之一，这两天，进出杭州传化公路

港货车达到了 7000 多辆的峰值。

随着全面取消货运车辆闭环管理要求，各地

纷纷取消公路防疫检查点，不再查验货车司机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现在比‘双 11’还要

忙，放开手脚使劲干！”货车司机汝庆祥说。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邮政快

递揽收量、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均大幅上涨，12 月

物流景气值有望回升。“双 12”当天，全国邮政、

快递企业共揽收邮（快）件 4.53 亿件，与 2021 年

“双 12”基本持平。

生产“忙”起来，消费“暖”起来，物流“跑”起

来……全国多地复工复产加快回暖，进一步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信心。

“不看好 2023 年中国经济前景的投资者最

终很有可能会为其看法而后悔。”一位外媒评论

员直言。

防疫关乎生命，发展关乎生计。如何统筹好

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考验世界各国的一

道难题。

三年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也最大程度稳

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2020 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

长；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 110 万亿元，同比

增 长 8.1%，两 年 平 均 增 长 5.1%；2022 年 顶 住 压

力、稳中求进……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中，中国交出非凡答卷。

全国粮食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国际能

源市场波动加剧，采取综合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

定、价格平稳……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是打好战

略主动战，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守好底线。

实事求是，高效统筹。

“以变应变！根据病毒及疫情形势科学调

整、不断优化，更科学、更精准，我国的新冠疫情

防控政策一直按照这样的‘节奏’在变化。”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

走小步、不停步，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放

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更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二字，意味着要在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间寻求最适合的平

衡点，最大程度上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两个大

局”、胸怀“国之大者”的一本政治、经济、社会大账。

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
的光明前景

—— 中 国 经 济 韧 性 强 、潜 力
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会改变

飞机轰鸣，划破长空。12 月 9 日 9 点 19 分，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全球首家用户东航。在上

个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C919 收获 300
架新订单。

11月初，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已

与空客公司签署 140架空客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

空客公司预测，从 2022年到 2041年，中国市场将需

要 8420架客机与货机，占全球总需求量超过 20%。

当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研

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

735.2 亿美元！ 11 月 10 日闭幕的第五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再

创新高。进博会闭幕当日，西门子、巴斯夫、博世

等 8 家德国大型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在《法兰克

福汇报》上联合撰文称：“我们坚信中国会保持基

本的增长动力。”

中国强大国内市场，正为世界经济提供巨大

机遇。

今年以来，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中国吸引外

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水平。今年前 10 个月，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4.4%；中国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2.4%、

33.6%和 26.9%。在东部持续释放强大活力的同

时，中西部地区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厚度与后劲。

投资考虑的是中长期因素。无论是持续增

资，还是全新布局，外资坚定选择中国背后，透露

出对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持久信心。

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长期

稳定向好的预期从何而来？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今年 7月表示，

多数机构和学者测算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

增长率大约在 5.5%至 6.5%之间。“在中国这么大

的经济体量条件下，能保持中高水平增长非常不

容易，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仍比较大。”他说。

不唯 GDP，不是不要速度。“GDP 虽然不能

体现发展的全部内涵，但发展必须以经济增长为

基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说。

（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