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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国民经济恢复向好，三季度明显好于二季度，生
产需求持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

前三季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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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870269 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比上半年加快
0.5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4779亿
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350189亿元，增
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65300亿元，增长2.3%。

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前三季度，农业 （种植
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全国夏粮早稻产量合
计 17553 万吨，比上年增加 155万吨，增长 0.9%。
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秋粮生产有望丰收。

工业生产恢复加快。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比上半年加快0.5个
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制造业增长 3.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6%。

服务业持续恢复。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2.3%，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
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8.8%、5.5%。

重要民生指标改善。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平
稳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水平温和上
涨。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650
元，同比名义增长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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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涨幅比上半年扩大0.3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随着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高技术行业增势
良好，新动能引领作用凸显。

看制造业，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4.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20.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3个百
分点，继续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赵同录说。
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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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
副司长江源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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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
等新材料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83.2%、56.1%、
53.9%；充电桩、风力发电机组、光伏电池等新能源
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1.5%、47.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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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量由二季度同比
下降 8.5%转为增长 31.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持续成倍增长，三季度增长 113.1%，较二季度加
快20.8个百分点。”江源说。

恢复发展后劲增强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
复基础仍不牢固。赵同录表示，前三季度，随着
三大需求持续回升，中国经济恢复发展后劲增强。

——消费持续恢复。赵同录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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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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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平稳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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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效能不断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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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同录说。

——净出口较快增长。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
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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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 GDP 增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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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将着
力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扩大有效需求，推
改革激活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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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廖
睿灵）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 1—9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
1—9 月 ， 全 国 新 增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11463 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多投产
2223 万千瓦。其中，风电新增装机
1924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5260 万千瓦。从发电情况看，1—9
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6.3万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2%。其中，火力

发电量 4.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5%；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
电等清洁能源发电 1.9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6.5%。

截至9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
量约24.8亿千瓦，同比增长8.1%。其
中，风电装机容量约3.5亿千瓦，同比
增长16.9%；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6
亿千瓦，同比增长28.8%。

1—9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

利用2799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87小
时。其中，火电3295小时，比上年同期
减少 49 小时；核电5576小时，比上年
同期减少267小时；风电1616小时，比
上年同期减少 24小时。电源投资方
面，1—9 月，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
工程完成投资 3926 亿元，同比增长
25.1%。其中，太阳能发电 1328 亿元，
同比增长 352.6%。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3154亿元，同比增长9.1%。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安蓓、潘洁） 记
者日前了解到，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近日发布
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健
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
知，明确提出多措并举
保障多晶硅合理产量、
创造条件支持多晶硅先
进产能按期达产、鼓励
多晶硅企业合理控制产
品价格水平等多方面措
施，提升光伏发电产业
链供应链配套供应保障
能力，支撑我国清洁能
源快速发展。

通知指出，多晶硅
在光伏产业链中居于重
要环节，发挥着关键作
用，同时产能形成周期
相对较长。要保障多晶
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
应、用电用水用工等，

合理安排检修、技术改造等计
划，确保已有产能开工率。要创
造条件支持多晶硅先进产能按期
达产，支持多晶硅企业加强技术
创新研发，提升生产线自动化、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降低能耗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与
产品优良率。推动建设项目按期
投产达产。鼓励上下游一体化、
战略合作、互相参股、签订长
单，支持建设光伏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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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4.8亿千瓦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28.8%

近日，江苏省东台市10万亩粮田稻谷丰收在望，稻田亩产平均可
达1300斤。图为收割机正在东台市头灶镇田间收割稻谷。

赵志耕摄 （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哈电
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加快改革
创新，推进生产经营
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前三季度，该企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 31.15
亿元。图为 10 月 30
日，在该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在进行生产
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近来，滇中引水工
程楚雄观音山压力钢管
倒虹吸项目建设顺利推
进。该项目由云南省滇
中引水建管局管理，总
干渠全长 9.777 公里，
设计流量每秒 100 立方
米。滇中引水工程是国
务院确定的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建成后可从水
量相对充沛的金沙江干
流引水至滇中地区，惠
及人口达1112万人。

常存海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太和县积极推
进光伏产业建设，助力当
地绿色生态发展，全县光
伏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7.75
万 千 瓦 ，年 发 电 量 可 达
1.66 亿千瓦时。国网安徽
电力太和供电公司建立健
全新能源消纳保障机制，
实现电网内清洁能源全额
消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图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在巡
视太和县一处光伏电站。

徐 刚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0月 31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近日从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获悉，今年前三季度，中国
信保累计承保金额超 680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3.3%；支付赔款 10.4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4%；短期险融资增信
保 额 1804.9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16.1%；服务支持客户17.6万家，同
比增长 19.2%，出口信用保险覆盖
面进一步扩大。

其中，在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方面，前三季度，中国信保累
计支持国内企业向“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 1427.5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4.4%；在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方面，前三季
度，中国信保支持电子信息、家电
等 7 条重点产业链出口 2861.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4.6%；在普惠金融
方面，前三季度，中国信保小微业
务平均结案时间同比下降 5.8%，理
赔时效进一步提升。

10月28日，由中建八局参建的重庆红岩村大桥主线正式通车。该
大桥是重庆快速路三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的
过江控制性节点工程，全长7.8公里。项目全部完工后，将成为纵贯重
庆中心城区南北的重要通道。 赵 凯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0月 31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财政部于近日发布今年前
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前三季度，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151 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6.6%。其中，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934亿元，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3217亿元。

从税收收入看，前三季度，全
国税收收入124365亿元，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增长1%，按自然口径计
算下降 11.6%。其中，国内增值税
33347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增 长 2% ， 按 自 然 口 径 计 算 下 降

33.4%；国内消费税 13108亿元，同
比增长 7.3%；企业所得税 36409 亿
元，同比增长 2.1%；个人所得税
11360亿元，同比增长9.1%。

支出方面，前三季度，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90389亿元，同比
增长 6.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支出 25014 亿元，同比增长
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5375
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教育支
出同比增长 5.7%，科学技术支出同
比增长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
比增长 6.9%，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
长10.7%，农林水支出同比增长5%。

前三季度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万亿元

本报北京10月 31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3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1个位于
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面总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
级统计师赵庆河介绍，10月份，受
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等影响，中国采
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我国经济恢
复发展基础需进一步稳固。

从行业情况看，10月份，农副
食品加工、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医药、汽车制造等行业生产指
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两个月位于
扩张区间，产需保持增长；纺织、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化学纤维及

橡胶塑料制品等行业两个指数均下
降5.0个百分点以上。

从预期指数看，10月份，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2.6%，位于
景气区间，制造业恢复发展预期总
体稳定。赵庆河表示，多数行业预
期稳定。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
13个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高于临
界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
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持续位
于 58.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企业
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相对较强。

10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48.7%。其中，服务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47.0%，服务业景气水平
有所回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8.2%，仍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10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49.2%

中国信保前三季度累计承保超6800亿美元

本报北京10月 31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
了 9 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
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在银行结售
汇方面，9月，银行结汇2214亿美元，
售汇2132亿美元。1—9月，银行累计
结汇 20058 亿美元，累计售汇 18873
亿美元；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方
面，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453亿美元，
对外付款5574亿美元。1—9月，银行
代客累计涉外收入47815亿美元，累

计对外付款47102亿美元。
外汇局表示，2022 年以来，我

国涉外经济活动保持活跃，跨境资
金流动总体平稳有序。前三季度，
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双双保持顺
差格局，其中，银行结售汇顺差
1185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支顺
差 714 亿美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
恢复向好，国际收支结构更加稳
健，外汇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有助
于跨境资金流动稳定。

前三季度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保持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