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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在百废待兴、百业凋敝的境地中，我

国坚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以世所罕见的速

度发展，经济总量连续跨越重要关口。1952
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 亿元，到 1978 年增

加至 3679 亿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

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驶入快车

道，1986 年突破 1 万亿元，2000 年突破 10 万

亿元，2006 年突破 20 万亿元，此后以每 1—2
年便突破一个 10 万亿元关口的速度发展，

2020 年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2023 年超过 126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不变

价计算，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1952
年 增 长 223 倍 ，年 均 增 长 7.9%；其

中 ，1979—2023 年 年 均 增 长

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0%的增速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9%

经济实力空前跃升

1952 年，我国人均 GDP 仅 119 元。经过

长期努力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均

GDP 稳 步 提 升 。 2019 年 ，人 均 GDP 达 到

70078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0158 美元，

首 次 突 破 1 万 美 元 ；2023 年 达 89358 元 ，比

1952 年增长 89 倍，年均增长 6.5%，按年平均

汇率折算为 12681 美元，连续 3 年超过 1.2 万

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和划分标准，2023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 1.34 万美

元，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的低收入国家跃升

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人均GDP达 8.9万元

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我 国 基 本 上 是 个 农 业

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1952 年，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分别为 50.5%、20.8%、28.7%。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二、三产业占比持续提

升，经济从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

业共同带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和优

化升级态势更加明显，第一产业基础地位巩固

夯实，第二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持续快

速发展。2023 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

7.1%、38.3%、54.6%。从农业看，粮食总产量连

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由种植业为

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

业转变。从工业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态势向好。从服务

业看，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标

志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二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

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我国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2013—2023 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8.7%、10.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成为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等数字

技术快速发展，“数实融合”持续推进，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

截至 2023 年末，已培育 421 家国家级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

工厂；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电

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全球第一。

新技术持续催生新场景、激活新动能，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展现出蓬勃

向上的力量。2023 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

为 22.4万亿元，相当于 GDP的比重为 17.73%。

“三新”经济增加值22.4万亿元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1950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11.3 亿美

元，到 1978 年增至 206 亿美元。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外贸发展日渐起色，2001 年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

程，对外贸易快速扩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贸易大

国地位更加巩固。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

份 额 从 1978 年 的 不 足 1% 提 升 到 2023 年 的

12.4%，连续 7 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已与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30 多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00 多个城市，成为助推区域经贸发展

的“钢铁驼队”。

货物贸易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对外经贸合作层次不断深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

地区，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平衡。改革开放前，我国

区域政策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不平衡问题。改革

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1999年以

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

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2012
年，全国各省份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与

最低地区的比值为 4.9，而 1952年为 8.1。
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新

格局正在形成。2013—2023 年，中部、西部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分别增长 6.9%、7.1%，快于东部地

区。2023年，长江经济带地区、长三角地区生产

总值在全国占比分别为 46.7%、24.4%，比 2012年

提高 2.9个、0.9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区域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科技力量薄弱，研发

经费投入十分有限。1956年发出“向科学进军”

的 伟 大 号 召 ，积 极 探 索 建 立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体

系。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战略深入实施，科

技事业快速发展，研发投入力度明显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创新提速发展，载人航天、

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

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不

断取得重大成果，大国重器不断“上新”，充分彰

显我国科技硬核实力。专利事业取得长足发

展，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 11 年居世界首位，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质加速，逐渐形成以科技

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为主体的协同创

新体系。2023 年末，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

创新集群数量跃居世界首位，目前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达 46.3 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达46.3万家

科技创新提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差距很大。1949 年

末 城 镇 化 率 仅 为 10.64% ，1978 年 末 也 只 有

17.92%。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

资金等要素流动加快，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

2023 年 末 ，我 国 城 镇 常 住 人 口 达 9.3 亿 人 ，比

1978 年末增加 7.6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16%，提高 48.24 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23 年末，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 48.3%，比 2015 年末提高 8.4 个百分

点。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城乡收入差距持

续缩小，农村交通通信设施不断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2012年的 2.88∶1缩小至 2023年的 2.39∶1。2023
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生师比为 12.4∶1，比 2013
年下降 1.4。2023年末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460万

公里，超 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达 14.4万个。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66%

城乡统筹发展取得新成效

1949 年底全国能够通车的铁路仅 2.2 万

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仅 8.1 万公里，没有一条

高速公路。经过 75 年发展，我国交通基础设

施加速成网，运输服务能力连上台阶，已经建

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港

口集群，铁路和公路客货运输量、港口货物吞

吐量等居世界第一。

2023 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

公里，比 1949 年增长 6 倍，其中高铁营业里程

达 4.5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 2/3 以上；公路里

程达 544 万公里，增长 66 倍，其中高速公路里

程 18.4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内河航道通航

里程达 12.8 万公里，增长 74.1%；定期航班航

线里程 876 万公里。国际物流通道不断拓

展，2023 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超 1.7 万列，

比 2016 年增长近 10 倍，服务网络基本覆盖欧

亚全境。一系列国产交通工具装备水平跃上

新台阶，智慧公路、智能码头、智能高铁、智能

仓储配送等交通新基建蓬勃发展。

多项指标世界第一

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

194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197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元，人均消费支出为 151元，仅能满足最基

本的生存需求。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发

展壮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调整，居民收

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消费水平不断提升。

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9218
元，扣除物价因素比 1949年实际增长 76倍，年

均增长 6.0%；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6796 元，比

1956年实际增长 36倍，年均增长 5.5%。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教育、休闲娱乐

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较快增长，服务性消费

支出占比逐步提高。2023 年，全国居民恩格

尔系数为 29.8%，比 1978 年下降 34.1 个百分

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 45.2%，

比 2013 年 提 高 5.5 个 百 分 点 。 家 电 全 面 普

及，汽车快速进入寻常百姓家，耐用消费品品

质不断升级。2023 年，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

汽车拥有量为 49.7 辆，空调拥有量 145.9 台，

分别是 2013 年的 2.9 倍、2.1 倍。

人均可支配收入3.92万元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基本处于

空白状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逐步建立

起一套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养老、医疗、失业保

险为重点，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

保障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

体系改革进入全面覆盖和深化阶段，社会保障

水平显著提升，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

2023 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10.66 亿人，比 1989 年末增加 10.09 亿人；参加

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达 2.44 亿人、3.02 亿

人，比 1994 年末增加 1.64 亿人、2.84 亿人。此

外，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扎实推进，儿童福利和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越织越密的社会

保障网有力发挥了可持续的托底作用。

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社保体系

民生保障网织密兜牢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

状态。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等

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20
世纪 50—70 年代，城乡居民生活得到了逐步改

善，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实施大规模、有计划、

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汇聚全

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经过 8 年

接续奋斗，到 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

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国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减贫治理

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1949 年，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

服务成为发展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方针。改革开

放以来，文化投入力度明显加大，文化服务设施

不断完善，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提供了有

力支撑。2023 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物馆 6833 个，分别是 1949 年的 59 倍、325
倍；全年出版各类图书 119 亿册（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强国建设更加深入，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艺精品层出不穷，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2022 年，文化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46%，

比 2013 年提高 0.77 个百分点；文化产品进出口

总额从 2012 年的 888 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1622 亿美元。

公共图书馆3246个、博物馆6833个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我 国 医 疗 资 源 总 体 贫

乏，且大部分集中在城镇。75 年来，我国逐步

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体系，壮大医护人才队伍，

使人民群众享受到基本医疗健康保障。 2023
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07 万个，床位

1017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1249 万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医 疗 卫 生 体 制 改 革 进

一 步 深 化 ，疾 病 防 控 能 力 有 效 增 强 ，人 民 健

康 水 平 稳 步 提 升 。 2023 年 底 ，全 国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13.34 亿 人 ，参 保 覆 盖 率 自

2018 年 起 持 续 稳 定 在 95%以 上 。 2023 年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达 78.6 岁 ，比 1949 年 提 高 43.6
岁 ，居 民 主 要 健 康 指 标 已 居 于 中 高 收 入 国 家

前列。

人均预期寿命达78.6岁

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启治理黄河工程等

水利工程建设，建立起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党和国家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

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制度的

“四梁八柱”基本建立。2022 年，全国环境污染

治理投资总额达 9014 亿元，而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每年仅有 25 亿—30 亿元；全国自然保护地

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重达 18%，世界最大的

国家公园体系正在加紧布局建设。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如今我国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24.02%。2023 年，我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 2016 年

下降 28.6%，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例提高 21.6 个百分点。国土绿化取得明显成

效，我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

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环境改善的同时，人居

环境也不断提“颜”增“质”，城乡环境基础设施

水平显著提升。

森林覆盖率达24.02%

美丽中国更加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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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风雨洗礼、走过峥嵘岁月，在接续奋

斗中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绘就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的蒸蒸日上，浓缩在一组组数据中。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223 倍、人均 GDP 增长 89 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43.6 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数”说 75 年伟大成就，本版“大数据观察”栏目推出特别报道，记录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

奋进历程，汇聚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编 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八成以上人口是文

盲。随着新型文化教育制度逐步建立，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提出并深入实施，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

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2023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 91.1%、95.7%、

91.8%；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在校生分别为 1.6
亿人、4542万人，是 1949年的 6.4倍、103倍，基础

教育各学段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层次人才培养

步伐加快，我国步入人口红利加速转向人才红利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超过 60%，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劳动年

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的刚刚超过 8
年增加至 11.05年，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

均位居全球首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60%

教育水平持续提升

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

2023年超过126万亿元

比1952年增长223倍（按不变价计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

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60%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已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949年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

2023年达78.6岁

比1949年实际增长约76倍（扣除物价因素）

194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

2023年达39218元

图⑥：河北省坝上地区，秋色浓郁，色彩斑斓。 董桂军摄（新华社发）

图⑦：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府东社区幸福食堂，老年人正在就餐。 张春雷摄（人民视觉）

图⑧：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小麦迎来丰收。 兰立强摄（影像中国）

图⑨：广东省深圳市钟书阁书店，小朋友正在阅读。 王美燕摄（影像中国）

图⑩：朝霞映照下的上海浦东新区。 张明伟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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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远眺港珠澳大桥。

袁新宇摄（影像中国）

图②：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

村一带，生态乡村美如画卷。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图③：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正在建造的大

型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图④：四川省小金县沃日镇木栏村，电商

主播同果农一起直播卖苹果。

严易程摄（人民视觉）

图⑤：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课

间一刻钟”，学生们在做游戏。

黄 超 郭 谦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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