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所在的京雄商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第

二标段施工进展顺利，京雄商高铁北起北京丰台，南

至河南商丘，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港

（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打桩、浇筑、架桥，高

铁目前已初见雏形。新的一年，我们将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确保施工安全、工程保质，为中国高铁建设

再添一分力。

——中铁十四局京雄商高速铁路项目负责人

王永辉

2023 年，哈尔滨发展特色文旅、做强冰雪经

济，文旅市场强势复苏，城市吸引力持续攀升。

2024 年，哈尔滨文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

以红色文化、冰雪运动等为依托，持续提升城市影

响力和美誉度，努力形成夏季避暑旅游新增长极；

加强冰雪文旅活动宣推，建设冰雪经济新高地。

——黑龙江哈尔滨市文旅局局长王洪新

去年，我们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公司知名度明

显提升，业务端有了更好的发展，自适应机器人已

在汽车、医疗等多领域落地。今年，我们将持续紧

跟前沿技术潮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优化产品能

力，为产业升级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人工

智能经理毛崇兆

2023年舟山城镇新增就业 4.1万人，面向重点群

体建设了 9家海岛特色零工市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

供家属就业帮扶、子女就近入学等支持，取得扎实成

效。稳定和扩大就业不能松劲，新的一年，我们正抓

紧推进稳工稳产和重点群体帮扶行动，摸排企业用工

情况，加大就业援助力度，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浙江舟山市就业管理中心主任郑磊择

去年夏收遇到“烂场雨”，我家收成略减。俺

们瞄准“以秋补夏”，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秋

收一算账：每亩地大豆收了 250 余斤，玉米 1100 余

斤。眼下是冬小麦生长的紧要时候，同时，春耕备

耕也得筹划着，这两天，我给合作社 2600 余亩麦田

订购了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物资。今年，大家都憋

着一股劲，我们好好种粮，力争获得好收成。

——河南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种粮大户赵

保献

2023 年，全球最大水光互补项目柯拉一期光

伏电站投产，从当年 6 月 25 日并网发电到 12 月

31 日，电站累计发出清洁电能 6.5 亿千瓦时。今

年，我们将再接再厉，做好电站运维管理，奋力推

进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为保障能

源安全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国投雅砻江柯拉一期光伏电站项目经理

杨志伟

去年，京东兰州智能物流园落地运营，分拣中

心日均最大分拣能力超过 100 万件，甘肃全省网

购最快半天可达。物流能力提升，销售也上去了，

张掖葡萄酒、天水樱桃这样的甘肃特产销量都在

增长。新的一年，物流园的分拣能力还会进一步

提升。我相信，将有更多特产走出甘肃。

——京东兰州智能物流园分拣中心工作人员

葛永栋

从 0元到年出口额 5000万元，有了跨境电商平

台助力，我们只用了 7年。大件家具出口，物流时效

是影响海外客户消费体验的重要因素。去年，平台

推出“五日达”服务，我们可以根据销售数据预测，提

前备货至前置仓库，物流时效大大提高。今年，我们

将继续通过跨境电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壹玖钧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燕

（本报记者李心萍、方圆、黄晓慧、邱超奕、常

钦、丁怡婷、韩鑫、罗珊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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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3年中国经济

“ 成 绩 单 ”：初 步 核 算 ，2023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同比增长 5.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 5.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 0.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

长 6.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0.2%；年末

外汇储备超过 3.2 万亿美元……主要预期目标

圆满实现。

5.2%的经济增速如何看待？

“2023 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成色好、分

量足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说。

纵 向 看 ，2023 年 我 国 GDP 超 过 126 万 亿

元，增速比 2022 年加快 2.2 个百分点。按照可

比价计算，2023 年经济增量超过 6 万亿元，相当

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

横向比，2023 年我国 5.2%的经济增速在世

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有望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

引擎。

透视评，我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2023 年，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2.5%，消费

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此外，我国拥有的全球

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新

动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取得哪些成效？

“2023 年，我国高质量发展之路走得更加

坚定、更加有力。”康义表示。

动能转换进一步加快。各地区各部门坚持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进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取得新进展。

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我国全力推动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提升经济

发展的动力活力。截至 2023 年 9 月底，全国登

记在册的经营主体达 1.81 亿户，其中个体工商

户 1.22 亿户。

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截至 2023 年底，我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总装机的

一半，历史性地超过火电。2023 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居世界第一，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

同比增长 67.1%，绿色低碳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2023 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 6.1%，城乡居民收入

稳定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投资增长 23%，农业投资增长 9.3%，快于全部

投资，民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2023 年全年粮食

产量比上年增长 1.3%，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

增长 2.9%，原油产量增长 2%，天然气产量增长

5.8%。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

了经济金融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哪些
进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

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2023 年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进展。

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增强。2023 年，我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7.1 万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达 50.3 万亿元，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 111.4%，比上年提高 25.3 个百分点。“我

们着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

堵点卡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

节，要素流动也趋于活跃，产销衔接状况逐步好

转。”康义说。

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面对外

需收缩等不利影响，我国加力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出口实现正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总

体稳定。同时，积极拓展国际经贸合作，2023 年

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比上年

增长 2.8%。

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我们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显现，内需扩大拉动进口，同时出口促稳

提质也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为经济整体好

转提供助力。”康义说，例如 2023 年以电动载人

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

三样”产品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达

到 29.9%。

如何评价消费市场表现？

2023 年消费市场恢复向好，热点亮点多，

成为带动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

消费规模再创新高。 2023 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 47.1 万亿元，总量创历史新高，比上

年 增 长 7.2%。 按 消 费 类 型 分 ，商 品 零 售 增 长

5.8%，餐饮收入增长 20.4%。全国网上零售额

1542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为 27.6%。

消费引擎作用凸现。2023 年，最终消费支

出拉动经济增长 4.3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 3.1个

百 分 点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82.5%，提 高

43.1 个百分点，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显著。

服务消费较快回暖。2023年服务零售额比上

年增长 20.0%，快于商品零售额 14.2个百分点；居

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 14.4%，占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的比重达 45.2%，比上年提升 2个百分点。

“展望 2024 年，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依然

明显，加之城乡融合发展、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为消费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特别是医疗、健

康等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康义说，消费

基础不断巩固、消费亮点不断涌现、促消费政策

持续发力，对 2024 年消费走势保持乐观。

如何看待 CPI走势？

2023年 12月份，CPI同比下降 0.3%，连续 3个

月同比回落。对此，康义表示：“这几个月 CPI
同比下降主要是结构性的和阶段性的。”

分析结构，若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影响，核

心 CPI 保持稳定。“这表明这种价格下降并不是

普遍的、全面性的，而是局部的、结构性的。”康

义介绍。

分析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居民收

入平稳增长，国内总需求逐步扩大，商品和服务

价格回升有基础、有条件。“从监测情况看，2024年

1 月上旬，部分食品价格保持稳中略涨势头。”

康义说。

同时，康义表示，价格低位运行，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有效需求

不足是三年疫情后，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状态中

的阶段性现象。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会得到逐步缓解，居民消费

价格有望随之企稳回升，预计 2024 年价格会温

和上涨。

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3 年，我们全力稳

住就业大局，就业形势总体改善。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分季度看，2023 年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各季度平均值分别是 5.4%、

5.2%、5.2%、5.0%，就业逐步改善的态势明显。

2023 年前 11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80 万人，

同比多增 35 万人。

重点群体保障有力。2023 年，农民工总量

达 29753 万人，比上年增加 191 万人；外来农业

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4.9%，比上年

下降 0.7 个百分点。2023 年前 11 月，城镇失业

人员再就业人数达 47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人数达 156 万人。

“今年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部分群体、行业就

业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但随着经济回升向

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稳就业的积极因素也在

不断积累，我国就业形势有望保持稳定。”康义说。

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如何？

2023 年，房地产投资、销售指标降幅收窄，

开发企业竣工房屋面积比上一年增长 17%，“保

交楼”效果持续显现。今后，房地产市场走势

如何？

“房地产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正处在调整

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具备较好基础。”康义说。

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看增量，2023 年，

我国城镇化率为 66.16%，和发达经济体 80%左

右的水平相比还有空间。近 5 年，我国城镇化

率年均提高 0.93 个百分点，每年超过 1000 万农

村居民进入城镇，带来大量新增住房需求。看

存量，尽管人均住房面积不小，但很多房子功能

和结构不合理，人民群众改善性住房需求较迫

切。监测的 70 个大中城市数据显示，二手房成

交量已超过新房成交量。

康义表示，我国正在积极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这是破解房地产发展难题、促进房地产

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

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中村改造等，将带

动房地产相关投资、消费，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怎么看？

“综合看，我们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

条件强于不利因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趋势没有改变，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

素条件在不断积累增多。我们预判，2024 年中

国经济将持续回升向好。”康义说。

经济增长“势头好”。2023 年 4 个季度的国

内生产总值同比、环比都是正增长的，经济规模

也在逐季扩大，回升向好势头好。近期，多个国

际组织上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上调 0.4个百分点，经合组织上调 0.1个

百分点，这表明国际社会看好中国 2024 年经济

发展前景。

经济发展“韧性强”。我国产业基础雄厚，

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

国家，产业配套能力和集成优势突出，制造业增

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近 1/3，货物出口占全球的

比重达 1/7。同时，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

日益完善，教育、医疗等短板领域不断补强，人

才、资金等要素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粮食能源安

全、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的保障能力建设

取得实效。“这些都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和回旋余地，也是经济能够行稳致远的底气。”

康义说。

高质量发展“活力足”。 2023 年服务业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4.6%，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 60%，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制

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3.8%，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3%，动能转换提档升级。我国正在持续推动

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经济在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中不断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红利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优化营商环境，这些都将不断激发经营主

体的积极性、创造性。2023 年前 11 月，新设外

资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36.2%，开放红利持

续释放。

宏观政策“空间广”。2023 年出台的增发国

债、减税降费、降准降息等政策效应将在今年持

续释放。康义介绍，今年还将储备优化一些新

措施，增量措施和存量政策将叠加发力，为经济

稳定运行保驾护航。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水平

和通胀率都较低，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都有较

大 回 旋 余 地 ，加 力 实 施 宏 观 政 策 有 条 件 、有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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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一列动车组列车经过沪宁沿江高铁滆

湖特大桥。 陈 暐摄（影像中国）

图②：四川宜宾一汽车企业车间内正在进行

焊装作业。 庄歌尔摄（影像中国）

图③：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繁忙

有序。 韩加君摄（影像中国）

图④：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游玩。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