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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4%……10
月，中国经济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在
11月16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指出，10月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成效持续显
现，生产稳中有升，需求企稳回暖，就业继
续改善，物价总体平稳，市场预期向好，国
民经济运行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持续恢复增长

“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付凌
晖介绍，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看工业——工业平稳较快增长，装备制

造业增速较高。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9%，增速与9月份持平。

看服务业——服务业加快恢复，现代服务
业增势良好。10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7.4%，比9月份上升2.0个百分点。

看消费——市场销售持续回暖，餐饮收入
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10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8576亿元，同比增长4.3%，比9月份
加快1.0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4372亿元，
同比增长0.8%，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看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投
资结构继续改善。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 （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1.8%，比 1-9 月
份加快1.0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10 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增长，‘六稳’‘六保’任务落实成效进一步

显现。”付凌晖指出，“下阶段，要守住‘六
保’底线、夯实‘六稳’基础，以改革创新
激发新动能，以扩大开放培育新优势，不断
巩固扩大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成果。”

发展有质有量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累计增速首次
转正。付凌晖指出，10月份，经济延续了稳
定恢复的态势，经济的增长面在拓展，恢复
过程中的不平衡状况在改善，增长的势头进
一步巩固。同时，经济运行的活跃度不断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在持续上升。

生产要素趋于活跃。“10 月末，广义货
币 M2 同比增长了 10.5%，保持在两位数以
上，其中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了 9.1%，连
续四个月回升。”付凌晖说，“M1增速持续回
升体现出经济的活跃度在上升。除此之外，
货物运输在加快，全国高速公路运营状况在
持续改善，企业用电情况 10 月份也在改善，
这说明经济运行的活跃度在提升。”

发展的新动能在持续增强。前 10 个月，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明显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新业态增势良好，
在疫情冲击下，一些企业加快转型，持续向
线上线下结合转变。”付凌晖说，“移动出行、
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也在快速增长。随着市场需
求的带动，一些新产品增速较快，前 10 个月，
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0%以上。”

付凌晖指出，这些数据的变化体现出中
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也有良好的修复能
力。“同时我们在数据变化当中也看到，前期
经济运行一些不平衡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付

凌晖说，“但也要看到，从国内来看，经济还
处在恢复进程中，一些行业和企业还比较困
难，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巩固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还需努力。”

恢复势头将延续

10月份，中国经济复苏的态势良好，从
全年看，这种态势是否能持续？

付凌晖指出，从需求、消费、生产、企
业预期各方面来看，投资的回升态势有望持
续，国内的消费环境在改善，大家的消费信
心在增强，生产恢复的状况能够延续。“经济
稳定恢复是能够延续和保持的。还要看到，
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助企纾困的政策和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的效用还会继续发挥，
全年减税降费有望超过2.5万亿元，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可能也会达到 1.5 万亿元以
上。”付凌晖说，“根据这些因素初步判断，
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比二季度、三季度还会

进一步加快。”
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持续

增强，对于稳定国内经济、促进经济的持续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付凌晖认为，从消费
的角度来看，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
体超过 4 亿人，而且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消
费规模扩大、升级态势在延续，扩大国内需
求有空间和潜力。“特别是在养老、育幼、健
康等领域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国家已经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消费线上和线下结
合，释放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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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工业、消费、服务业等量质齐升

中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中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经过 8 年谈判，正式签署！第四
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
会议于 11 月 15 日举行，东盟十国以
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共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
贸易区正式启航。

覆盖面广规模大

RCEP 由东盟于 2012 年发起，历
经 8 年、31 轮正式谈判，最终在本次
领导人会议期间如期签署协定。这是
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近20年来最重要
的成果。

覆盖面广。RCEP 涵盖 20 个章
节，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等市场准入，也包括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
府采购等大量规则内容，涵盖了贸易
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方面面。

现代化的协定。RCEP 采用区域
原产地累积规则，支持区域产业链供
应链发展；采用新技术推动海关便利
化，促进新型跨境物流发展；采用负
面清单作出投资准入承诺，大大提升
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协定还纳入高水
平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章节，适应
数字经济时代的需要。

规模全球最大。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RCEP的 15个成员国总人口
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出口
总额达 5.2 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

约 30%。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
中 心 主 任 张 建 平 对 本 报 记 者 说 ：

“RCEP自贸区的建成意味着全球约三
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
场，既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也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超九成产品零关税

RCEP 实现了高质量和包容性的
统一。货物贸易最终零关税产品数整
体上将超过 90%，服务贸易和投资总
体开放水平显著高于原有“10+1”自

贸协定。
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是受益

者。“超九成商品有望零关税，一方
面，将促进商品流通，降低企业经营
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
居民可以享受到降税带来的成本下
降、价格下降的实实在在优惠。此
外，各个成员国拥有各具特色的商
品，通过这样一个协定，也使得中国
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能够进一步得到
满足。”张建平分析。

协议的达成还有助于推动区域内
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发

展。张建平指出：“协定较大幅度地
取消了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以及投
资壁垒，将使区域内部的相互贸易需
求快速增长，也会将部分和域外伙伴
的贸易转移为域内贸易。在投资方
面，协定也会带来新增的投资创造效
应。因此，RCEP 将拉动整个地区的
GDP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让各国
人民的福祉得到显著提高。”

“RCEP的达成将有助于扩大中国
出口市场空间，满足国内进口消费需
要，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有利于
稳外贸、稳外资，为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支撑。”商务
部副部长王受文说。

提振全球经济信心

作为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
互惠的协定，RCEP 的签署对世界经
济是一大利好。

“RCEP的签署表明各成员均承诺
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标准壁
垒，发出了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的强烈信号，有力支持了自由贸易和
多边贸易体制，有助于对全球经济形
成正向预期，拉动全球经济疫后复
苏。”王受文表示。

据 国 际 智 库 测 算 ， 到 2025 年 ，
RCEP 可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对外投
资 存 量 、 GDP 分 别 比 基 线 多 增 长
10.4%、2.6%、1.8%。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RCEP 的签
署将有效改善全球市场的预期，为全
球经济稳定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张建平表示。

RCEP 何时生效实施？王受文表
示：“现在协定已经签署，接下来
RCEP 各成员将各自履行国内法律审
批程序，努力推动协定早日生效实
施。各国已加快国内批准程序，中方
也将与各方共同努力，争取让 RCEP
协定尽早惠及本地区企业和人民。”

历经8年“长跑”，影响全球约30%人口——

全球最大自贸区启航
本报记者 徐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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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福建莆田湄洲
湾海域的500千伏云莆Ⅰ、Ⅱ
路输电线路跨海段开始停电检
修。本次综合检修采用无人
机、紫外成像仪、激光清障仪
等技术手段，提高电网巡检效
率，减轻巡检人员作业强度，
降低作业风险。图为巡检人员
在进行高空走线检修。
邵玉姿 李宏煜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百米高空
跨海检修

近期，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大高
镇九牛农牧生态循环产业园的300余
亩“烟富 3号”苹果进入收获季，预计

总产量100余万斤，经济效益400余万元，成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
的致富果。图为 11月 16日游客在九牛农牧生态循环产业园内采
摘苹果。 贾海宁 李秀玲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致 富 果致 富 果
近期，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迎来扩容升级，共有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

的176家客商入驻，消费者足不出“沪”，就可购买到进口产品。图为日前消费者
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的泰国馆内选购商品。 孙志芳摄 （人民视觉）

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较 1-9月份加快 0.6个百分点。图为
11月16日，一艘远洋运输轮在江苏连云港港东方公司码头装载铸钢管外运。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日前，2020 第
十五届中国（大连）
国际纺织服装供应
链博览会在大连世
界博览广场开幕。
目前，中国服装业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
重要的支柱产业。
图为观众在大连世
界博览广场观看商
家展出的产品。

刘德斌摄
（人民视觉）

11月14日到15日，中国 （海南） 改
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
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主办的第 86次
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南省海口市举
行。论坛围绕“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与世
界”展开了讨论。

本次论坛开设多个讨论单元，来自
国家相关部委和 28 个省 （区市），来自
美、英、法、德、日、韩等 11个国家和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
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近600人参加本次
国际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开幕
式特邀演讲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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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实
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坚持实施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推
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率先建立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依托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平衡、可持续、包容增长。”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则强调，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推进
高水平开放的基本导向。“一方面，14亿
人口的内需大市场成为推进高水平开放
的独特优势和基本条件。到 2030 年，中
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
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
世界，内需潜力释放，需要以更高水平
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例如，目前中
国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

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就是说，中国提出
的‘双循环’是基于内需大市场作出的战略选择。”迟福林说。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认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的
同时，我国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新的战略、新的方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
响越来越大。一是中国的市场扩大了，而且比全球的市场增长
得更快；二是中国的价值链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

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在视频致辞
中指出，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对经济全球化至关重要，一是在国
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的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在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
球自由贸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