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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收官在即。这一年，世界经济增长
乏力，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
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这一年，中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更多动力和确定性。
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愈加
明晰，期待中国继续以创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的机遇。

稳中有进 为世界“提供确定性”

“稳”，是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 4.8%，同主要经济

体相比增速位居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保持在 30% 左右。特别是 9 月以来，随着存量政
策和增量政策组合效应逐步释放，国民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积极变化进一步增多。

与此同时，一个个“首次”振奋人心，彰
显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全年粮食总产量首次
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
突破 1000 万辆；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 1500 亿
件；全国铁路年度旅客发送量首次突破 40 亿人
次大关……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埃万德罗·
卡瓦略认为，2024 年中国经济展现出抵御全球
逆风的韧性，在改革和创新政策推动下保持增
长，经济运行的总体轨迹保持积极势头。

肯尼亚经济学家詹姆斯·希克瓦蒂认为，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主要经济体政策不确定
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局面为
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米
夏埃尔·博尔希曼看来，中国经济在复杂的国
际形势下展现出强劲韧性和活力。内需的持续
恢复和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稳定了经济基本面，
全年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

    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新
动力”

中国经济在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前提下，经
济发展的结构在优化，质量在提升，高质量发
展稳中有进的大趋势没有变。

重庆渝北区，长安汽车数智工厂焊接车间
内，近 500台工业机器人正在忙碌，焊接精度较传统人工作业大幅提升。

新疆于田县，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 3046 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
近日实现全面锁边“合龙”。一条绿色屏障蜿蜒成链，锁住肆虐千百年的流沙。

一幅幅创新涌动、绿能澎湃的图景中，中国经济“进”的趋势持续显
现。翻看过去一年的“成绩单”，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以“质”致远的轨迹
愈加清晰：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前三季度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提高 2.6 个百
分点，经济发展的“含绿量”不断提升；2024 年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
跃升至第十一位，是 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沙特阿拉伯商业智能集团首席执行官埃萨姆·朱拜西认为，中国高技术制
造业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表明中国正向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致力
于绿色发展，不仅提升了自身竞争力，还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哈维尔·阿德尔方看来，中国提出“以科技创新引
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工业现代化和技术创新。同时，
这些政策与绿色发展目标相结合，确保了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戴二彪说，中国近期一系列政策是基于对当前
中国经济形势的客观、理智判断，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引导作用。

以高水平开放为世界“带来新机遇”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片片辣椒田格外引人注目。12 月 1 日起，中国
给予包括 33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
品零关税待遇，让当地辣椒种植户看到了拓展中国市场的希望。

今年以来，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首次在全国
范围内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
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说，这些举措向国
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中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依然坚
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高质量发展同世界分享机遇。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头，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小巴颇受
当地人欢迎。与同级别传统燃油车相比，电动汽车噪音更小，性价比更高，
还可以减少空气污染。

“中国是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引领者，可以帮助埃塞俄比亚实现电动化
转型目标。”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期待该国通过
加强对华合作，更快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国际知名药企赛诺菲宣布将投资约 10 亿欧元在北京新建胰岛素生产基
地，创造该公司在华最大单笔投资纪录；宝马集团增资 200 亿元人民币，用
于沈阳工厂的规模升级和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持续对华增资
扩产，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深信，一个更加繁荣的
中国将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惠及世界。”比利时
中国经贸委员会主席贝尔纳·德威特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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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4 日 电
（记者王希）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
悉，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坚守实体
经济，在新兴产业的布局节奏加
快，1 至 11 月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资 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7%，占
投资总额比重首次突破 40%。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经济效益
总体平稳、运行质量不断提升。1
至 11 月，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 9.3
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

产)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四
季度稳投资力度明显加大；年化全
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 3%，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为 2.6%，同比提高 0.1
个百分点。

2024 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
升行动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攻坚
之年。国资央企加大重点改革任务
落实力度，截至 11 月底，国有企业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平均完
成率已超过 70%。

今年前 11 个月

央企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2 万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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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悄然进入尾声，各地
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一线人
员抢抓生产，干劲十足，冬日里的
中国一片热火朝天。

图①：建设中的重庆东站站
房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预
计将于 2025 年建成投用，成为西
部地区最大高铁枢纽站。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永宁县原隆变 110 千伏线路工
程跨越铁路施工现场，建设工人
冒着严寒正在紧张作业。

袁宏彦摄（人民视觉）  
图③：广西龙门大桥是连接

防城港港区和 钦 州 港 区 最 便 捷
的一条通道，建成通车后，将极
大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图
为施工单位在进行桥面附属设
施施工。

曾祥忠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记者李
心萍）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11 月份国家铁路完成货
物发送量 3.5 亿吨，同比增长 5.5%；
11 月份日均装车超 19.4 万车，同比
增长 5.1%，创历史新高。

货物运输能力持续增强。国家铁路
从 10 月 24 日起连续 57 天装车数超 19
万车。11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货物发送
量完成7711万吨，同比增长14.9%。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11 月份

国家铁路完成煤炭发送量 1.84 亿吨，
其中完成电煤发送量 1.32 亿吨，同比
增长 1.9%。371 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
可耗天数保持较高水平。11 月份，国
家铁路粮食、石油、冶炼物资运量同比
分别增长 14%、7.7%、9.8%。

铁路国际联运稳定畅通。1 至 11
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7918 列、
发送货物 191.9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
长 11%、10%；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累
计发送 434万吨，同比增长 17.7%。

11 月份完成货物发送量 3.5 亿吨

国家铁路日均装车创新高超 19.4 万 车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3 日 电
（记者苏晓洲、张漫子） 23 日晚，
随着“宏图二号”09 至 12 星成功发
射入轨后完成一系列调试并传回高
清影像和数据，由 12 颗商业雷达遥
感卫星组成的“女娲星座”开启规
模应用，为救灾应急、农业监测、
海洋观测、能源开发等提供高分辨
率的对地观测影像。

“女娲星座”组网的 12 颗商业
雷达遥感卫星能够穿透云雾、雨
层，全天时、全天候地对地观测，
采集到高分辨率的影像，成像分辨

率达 1 米，具备对地遥感观测的全
球覆盖能力。

“女娲星座”采集的影像和数据
已在湖南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干堤
溃决等重大自然灾害抢险救援中发
挥作用，支撑事件监测百余次。

预计到 2025 年底，“女娲星座”
将至少形成 20 颗卫星组网规模，进
一步提升卫星响应能力，提供更快
速高效的信息服务。这些高分辨率
的影像和数据，有望在应急减灾、
防汛抢险、自然资源监管等方面发
挥更大应用。

“女娲星座”12颗遥感卫星开启规模应用

“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本报记者  金  歆

新时代，“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
得好的信息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
普及”；

“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
获得感”；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
以信息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更多

人“用得上”信息服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
促进数据共享。”

一枝一叶总关情。2013 年 8 月 29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考察。在
远程医疗管理系统显示屏前，听说有 1000 多家医
疗机构在用这个系统，总书记很高兴，感慨地说：

“医疗卫生服务加上信息化，如虎添翼啊！要用医
疗卫生服务信息化更好为群众服务。”

言语间，民生萦怀。目前，国家远程医疗服
务平台覆盖率地市级已经达到 10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挥互联网优势，
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
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
民生服务，弥补民生短板，推进教育、就业、社
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
应用”。

打通堵点，破解机制难题，区域协调发展不
断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群众得以享受更优质

信息服务。
“嘀！”轻轻一扫，结算完成。来自浙江的患

者在北京一家医院，拿出手机点开“医保电子凭
证”完成结算。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加速推进
社保卡区域“一卡通”、全国“一卡通”，数字化
应用场景不断增加。

打开电视，直接就是想看的节目。此前困扰
用户的开机广告、“会员注册”得到有效治理。治
理电视“套娃”收费，截至今年 9 月，全国超八成
有线电视和 IPTV 用户实现开机看直播。

“慕课西部行计划”实施以来，累计向西部高
校提供 20.7 万门慕课及在线课程服务，全国中小
学 （含教学点） 全部接入互联网。

“要发展信息网络技术，消除不同收入人群、
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
短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

…………
如何降低使用成本，缩小数字鸿沟，让广大

群众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群众“用得起”信息
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记挂在心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的普惠包容发展让
农村、偏远地区人民群众享受美好数字生活。截至
今年 6 月，农村网民规模达 3.04 亿人，城乡数字鸿沟
加速弥合；行政村通宽带率达 100%……

2020 年 4 月 20 日，秦岭深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陕西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金米村的村
民们从拿锄头刨地转为用智能手机打理木耳种植，

电商也联到了家门口，陕南几乎每个市县都有电
商协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直播平台前，强调

“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能助推乡村
振兴，大有可为”。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网络零售
额同比增长 8.3%。

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办事更便利。
信息服务还要让群众“用得好”。

2019 年 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
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考察。总书记指出：“提高政
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
让群众少跑腿。”

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一点
一滴、一桩一件，关乎亿万群众所念所盼。

“加快推进电子政务，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打破
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

“善于利用互联网优势，着力在融合、共享、
便民、安全上下功夫”；

“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让政务服务更便利。
如今，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

过 10 亿人，“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成为现实；
我国 90% 以上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

信息时代，活力涌动。数字社会，生机勃勃。
新征程上，奋力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

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定能让人民群众在
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