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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数据积极向好

2023 年快递业务量预计超 1300
亿件，实现从“年均百亿”到“月均百
亿”的跨越；2023年粮食总产量达1.39
万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
上；2023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合计出口
同比增长 41.7%……最近，随着越来
越多数据出炉，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
成绩单愈发清晰。

据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介绍，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
伴，在 2023年全球贸易萎缩 5%左右
的大背景下，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基
本持平，出口略有增长，占国际市场
的份额仍保持在14%以上，在世界经
济循环中的位势得到巩固和提升。

在实践中，很多新现象印证着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整体态势。

比如，1 月 8 日下午，147 件跨境
电商出口包裹经青浦海关办理完
GPS转关监管手续后，从上海青浦综
合保税区运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
批跨境电商出口包裹将通过货运航
班运往马来西亚、日本等地，直接投
递至海外消费者手中。该批货物的顺
利出境，标志着上海跨境电商特殊区
域包裹零售出口模式首次进入规模
化运作。

又如，不久前，甘肃兰州鲜泰商
贸有限公司办税员郭光明发现，银行
自助终端嵌入了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和
征纳互动服务功能，“一站式”办理税
费业务更加方便。银行端办税缴费服
务站出现的背后，是经营主体的增
长：2023 年前 11 个月，到税务部门
新办理税种认定、发票领用、申报纳
税等涉税事项的经营主体达1515.1万
户，两年平均增长11.9%。

“我国对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的贡
献超过 1/3，仍然是全球增长的最大
引擎。”郑栅洁在谈及 2023 年经济表
现时说。

政策加强协同配合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巩固和增强经济

回升向好态势，离不开宏观政策“组合
拳”。近期，多部委释放了加强政策协
同配合的积极信号。

据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积极
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是
党中央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
2024 年财政政策定下的总基调。其
中，“提质增效”方面主要是推进财政
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
化，把同样的钱花出更大成效，同时
加强与其他宏观政策协同联动，提升
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邹澜说，要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配合，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继
续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和金融债券
市场发展。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科
学制定全年信贷安排，适度平滑季
度月度波动，多措并举促进贷款合
理增长。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认为，过去一
年，商务部同各地方各部门紧密配
合，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外
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吸引和利
用外资、务实推动国际经贸合作。
2024 年，全国商务系统要统筹扩大
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消费从
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巩固外贸外
资基本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发展内生动力

近段时间，不少旨在提升发展内
生动力的政策加速推出。

比如，商务部等 10 部门发布《关
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在
鼓励开展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完
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对接合作机制等
方面给出具体措施；国家发改委等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
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车网互动的 2个发展目标和 6项重点
任务……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GDP 比重约 13%，我们要统筹技术创
新、规模化发展和应用场景建设，积极
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抢占全球产业
竞争制高点。”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说，
下一步，要破除各类市场障碍，发展
壮大产业链骨干企业、促进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激发优质企业的活力和优秀企
业家的创造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本报记者说，尽
管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
困难和挑战，但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
要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
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从近期多部委的密集发声和具
体政策来看，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
政策更加注重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
节，并开始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一批
重大项目建设步伐加快以及新一批优
质项目开始储备，有利于释放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巩固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基础。”张立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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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人民银
行工作会议、全国发展
和改革工作会议、全国
商务工作会议等接连召
开，就相关领域 2024年
工作进行部署。同时，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密集发声，解读宏观经
济政策取向及落实计
划。多部门表示，将围绕
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的 9个方面重点
工作任务，不断推动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
动能持续增强、发展态
势持续向好。

本报南昌1月 11日电 （记者李
婕） 中国贸促会11日发布的《中国展
览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3 年，
中国经贸类展会数量和展出面积超
过疫情前水平，展览业呈现全面恢
复态势。

会展业连接生产与消费、供给与

需求，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2023年，中国会展经济呈
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国内展览市场从
疫情冲击中快速回暖。”中国贸促会副
会长李庆霜说。

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共举办

经贸类展会 3923 场，较 2022 年增长
117.1%，较 2019年增长 10.6%；办展总
面积 1.41 亿平方米，较 2022 年增长
153.3%，较 2019年增长 8.25%。中国经
贸类展会全面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从区域分布来看，展会分布呈现
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东部地区举办
经贸类展览项目数量和面积均领跑全
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仍是热
门展览区域，2023年三大区域举办经
贸类展会数量占全国比重为 57.35%，
总展览面积占全国比重达 63.27%。从
行业分布来看，工业与科技类展会在
数量和面积上均居各行业展览首位。

随着线下展览市场需求回暖、展
览业逐渐恢复，展览业相关经营主体
的情况不断向好。相关数据显示，中
国展览企业 2023 年营业收入与利润

持续恢复，多家展览业上市公司实现
扭亏为盈或利润大幅增长。

展览馆实际运营数量和利用率大
幅提升。2023 年实际运营的展览馆
数量为194个，数量创历年新高，大
型展览馆利用效率同比大幅提升。
2023 年各地加快展览馆建设步伐，
新建展览馆迎来交付高潮，据不完全
统计，2023 年新增展览馆可展览面
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同时，中国企业重启出国参办
展，加大市场开拓力度。2023 年中
国贸促会共审批计划出国展览项目
1240 项，实际执行 900 项，涉及 71
家组展单位和 55 个国家或地区，亚
洲、西欧仍是出国展览主要市场。
2023 年出国办展各项平均数据达到
甚至超过2019年水平。

2024 年，展览业将继续在经济
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对线下展
会需求加速释放，各类展会积极展
示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模
式，持续发挥畅通经济循环、撬动
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助
推器作用，为经济复苏继续贡献力
量。”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
胜荣说。

这份报告是在第十九届中国会展
经济国际合作论坛上发布的。本届论
坛于 1 月 10 日—11 日在江西南昌举
行，是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
国际性的会展行业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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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1日电 （记者
潘旭涛）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2023
年全国新开工水利项目 2.79 万项，
水利建设完成投资达到 11996 亿
元，较首次迈上万亿元大台阶的
2022年增长10.1%。

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是水
利建设投资再创新高的重要保障。
在 2023 年全年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融信贷以
及社会资本占比为 44.5%，较“十三

五”年均提高22.5个百分点。
水利建设资金主要投向了4个

领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完成
投资 3227 亿元，国家水网重大工
程建设完成投资 5665 亿元，河湖
生 态 环 境 复 苏 完 成 投 资 2079 亿
元，水文基础设施、智慧水利等其
他项目完成投资1025亿元。

水利建设吸纳就业人数持续增
加。2023年水利建设吸纳就业273.9
万人，较2022年增长8.9%。

水利建设去年完成投资11996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魏弘毅）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中小
企业发展指数平均值为89.2，高于
2022年的88.4。

从分行业指数看，消费反弹、
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性增长、高技术
产业蓬勃发展等因素成为拉动全年
指数增长的重要支撑，如住宿餐饮
业指数上升 1.6 点，建筑业指数上
升 1.3 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

件业指数上升1.1点。
分项指数显示，企业信心逐

步恢复，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
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一年来上升 2.2
点，升幅最高。投入指数一年来上
升 1.4 点，投资信心有所恢复。市
场指数一年来上升 1.0 点；反映生
产增长的企业占比，较上年同期上
升 7 个百分点；反映订货量上升
的企业占比，较上年上升 10 个百
分点。

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回升

本报成都1月 11日电 （记者
李凯旋） 11日，全球海拔最高的大
型抽水蓄能电站——道孚抽水蓄能
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道孚抽水蓄能项目位于四川省
甘 孜 州 道 孚 县 ， 场 址 海 拔 4300
米，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设计
年发电量 29.94 亿千瓦时，是四川
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
电站安装6台35万千瓦的可逆式机
组，主要由上水库、下水库、输水
系统、地下厂房系统及地面开关站
等组成。

据了解，道孚抽水蓄能电站具

有高寒、高海拔、超高水头复杂建
设条件以及高转速、高电压、大容
量发电机组复杂建造难度等特点。
经过参建各方研究论证，项目正有
序实施。道孚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
将有力推动世界抽水蓄能机组和电
气设备技术创新发展。

道孚抽蓄电站是世界级雅砻江
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标志性项
目。该基地是中国规划建设的大型
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已投产水电和
新能源装机近 2100 万千瓦。基地
全面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绿
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张辛欣、王悦阳） 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绿色建
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
确多项举措促进建材工业绿色化转
型，推动绿色建材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方案提出，到 2026
年，我国绿色建材年营业收入将超
过3000亿元，2024至2026年年均增
长 10%以上，总计培育 30 个以上
特色产业集群。

方案从推动生产转型、实施“三
品”行动、加快应用拓展、夯实行业
基础等四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其

中特别提出，强化工艺升级、能源替
代、节能降耗、资源循环利用等综合
性措施，实现污染物和碳排放双下
降。加快推进绿色建材全产业链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鼓励建
材企业联合软件开发商、装备制造
商开展国产化替代技术攻关，打造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行业
特点的专业工业软件和智能装备。

绿色建材产品是指在全生命周
期内，资源能源消耗少，生态环境
影响小，具有“节能、减排、低碳、安
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高品质建
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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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年营收将超3000亿元

日前，中国—东盟农业机械暨甘
蔗机械化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博
览会设 7个展区，展览面积 3万平方
米，国内外200余家农机及相关企业
参展。图为采购商参观展出的甘蔗联
合收获机。 喻湘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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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雷州半岛外罗港位于徐闻县城东部，港湾东西
纵长 8000米，可容纳渔船超 1000艘，是广东著名渔港之一。图为近日在
外罗港，出海捕捞归来的渔船停靠码头，渔民登船拆网取鱼，将新鲜渔获
运到岸上销售，一派繁忙景象。 刘国兴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宿迁市
沭阳县近年加大水
环境治理力度，将护
水、治水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在严
格实施三级河长制
的同时，推进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满足农
业灌溉需求，助力粮
食稳产、增产。图为
1月11日，沭阳县新
沂河沭阳枢纽南偏
泓闸在开闸放水，保
障下游小麦冬灌。

张连华摄
（人民视觉）

进入农历腊月，有“中国花木之乡”美誉的山东省青州市在当地花
卉苗木交易中心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年宵花展销会，吸引客商前来选
购。青州市花卉种植面积超 13万亩，年产值 110亿元，成为当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图为 1月 11日，客商在青州花卉苗木交
易中心选购花卉。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