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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月 26 日结束的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工作会议期间，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为我们盘点了

“大国粮仓”米袋子。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

门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
强粮食收购工作组织协调，持续优化

为农为企服务，多措并举畅通农民售
粮渠道，确保粮食颗粒归仓。预计今
年粮食收购量将达到 8400 亿斤左右，
连续两年稳定在 8000 亿斤以上。

新季秋粮收购呈现进度快、购销
活、库存增的特点。截至目前，全国
累计收购秋粮超 3700 亿斤，较上年

同期快 10% 左右。南方地区中晚稻收
购已接近尾声，东北和华北地区玉米
收购进入春节前农户售粮高峰。从监
测情况看，各类经营主体购销活跃，
东北地区玉米深加工企业开工率保持
在 90% 左右，基本满负荷生产。企业
建库存意愿增强，玉米商品库存稳步
增加，同比增长 30% 以上。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作用有
效发挥。中晚稻上市以来，先后在河
南、江苏、黑龙江和安徽 4 省启动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共布设收储库点
228 个，总仓容 1136 万吨，目前已收
购最低收购价稻谷 100 多亿斤，较好
地满足了农民售粮需求，稳定了市场
预期。

截至目前，全国粮食应急保障企
业达 6.8 万家，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
170 多万吨，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得到
稳步提升。

大国储备，现代化的粮仓要看数
量规模，也要看绿色科技水平。目前
我国基本形成与粮食生产、储备和流
通相适应的粮食收储保障体系。

刘焕鑫说，从总量看，我国粮食仓
储设施规模逐年递增，有效满足粮食
收储需要。截至 2023 年末，全国粮食
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 7 亿吨，较 2014
年增长了 36%。从仓型结构看，粮仓类
型多样，能够满足不同功能需要。

从 仓 储 性 能 看 ，“ 十 四 五 ” 以
来 ， 国 家 新 建 和 改 造 升 级 仓 容 超
6500 万吨，仓房气密、隔热等关键
性能明显提升，粮仓绿色储粮功效和
性能不断升级。目前全国实现低温准
低温储粮仓容 2 亿吨，应用气调储粮
技术仓容 5500 万吨。根据调查，我
国粮库粮食储藏周期内综合损耗率控
制在 1% 的合理预期范围内。

大国储备，离不开粮仓建设的硬
件，也离不开制度建设的软件。“党
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构建大国储备体
系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对涉及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作出
制度安排。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继颁
布实施，相关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
保障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的法治手段
更加有力。大国储备的‘四梁八柱’
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刘焕鑫说。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6 日 电  
记者王立彬）

粮食储备“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历时两年多，经过全国 210 多万普查人员的共
同努力，中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集、审核
和汇总评估工作顺利完成。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经
济家底，客观反映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进
展，获取了经济总量、结构、效益等关键指标信息。
12 月 26 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结果有关情况并回答社会关心的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根据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中国经济普查每
5 年开展一次，分别在逢 3、逢 8 的年份实施，2023
年开展的是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
底，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国
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
统计局局长康义说。

看单位情况，2023 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327 万个；产业
活动单位 3636 万个；个体经营户 8799.5万个。

看从业人员，2023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4.3亿人，增长 11.9%，其中女性
从业人员1.7亿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6亿人。

看资产负债和营业收入，2023 年末，全国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439.1 万亿
元，负债合计 975.4 万亿元；2023 年，全国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442.6 万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50.2%。

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方面，2023 年末，全国
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291.6 万个，
从业人员 3615.9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8.4万亿
元。全国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
位 5.3万个，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2.5万亿元。

康义介绍，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纳更多从业人员；企
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营业收入较快增长，科技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多方面呈现积极变化

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相比，中国经济
发展发生哪些变化？

“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安全保
障、绿色转型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的积极变化，
展现出稳固的基础、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能。”
康义表示。

发展的基础更牢。普查后，2023 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已经接近 130 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
第二。5 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
在 30% 左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长源。

发展的结构更优。服务业经营主体大幅增加，
成为支撑经济增长、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力量。
202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6.3%，
比 2018 年提高了 2 个百分点以上。制造业保持较
快发展。2023 年末，制造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
达到 151万亿元，增长 41.7%。

发展的动能更足。企业的创新研发势头强劲，
创新成果大量涌现。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发明专利申请量比 2018 年增长了 65.1%。
产业高端化发展步伐加快。2023 年末，高技术制
造业企业法人数量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比
2018 年末提高了 2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
人数量占规模以上服务业的比重超过 1/4。

发展安全保障更强。2023 年，我国制造业增
加值规模连续 14 年位居全球首位，集成电路、工
业母机等产量较快增长。能源供应充足，2023 年，
原煤产量达到 47.2 亿吨，原油产量达到 2.1 亿吨，
发电量达到 9.5 万亿千瓦时。粮食安全也得到有力
保障，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实

康义介绍，5 年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还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上迈出坚实的步伐。“五经普的数据充分展示了
我国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沉甸甸的成绩。”

协调发展呈现出新格局。产业结构向中高端
迈进，2023 年末，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
人的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 19.1%，比
2018 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区域重大战略有效实
施，经济聚集效应继续显现。

全面绿色转型展现新气象。得益于超大的市
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充
分的市场竞争，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逐步
形成中国新的优势产业。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占全球比重超过 60%，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了可持
续的力量。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单晶硅、多
晶硅等绿色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绿色动能”。

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新进展。5 年间，中国就
业规模持续扩大，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与人民群
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居民服务、文体娱乐等行
业 快 速 发 展 ， 更 好 地 满 足 了 居 民 的 生 活 需 要 。
2023 年末，全国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企业法人单位 87.6万个。

“除此之外，5 年间，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全面放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
电信、医疗等服
务业市场准入，
稳 步 扩 大 制 度
型开放，发展的
动 力 活 力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激
发。”康义说。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获取经济总量、结构、效益等关键指标信息——

中国经济家底全面摸清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管理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旨在更好发挥专项债
券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
等积极作用，提出 7方面 17项举措。

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
项目资本金范围。实行专项债券投
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未纳入

“负面清单”的项目均可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在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
本金范围方面实行“正面清单”管
理，提高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
以省份为单位，可用作项目资本金
的专项债券规模上限由该省份用于
项目建设专项债券规模的 25% 提高
至 30%。

完善专项债券项目预算平衡。
优化专项债券额度分配，做好项目
融资收益平衡，确保专项债券实现
省内各市、县区域平衡，严防专项
债券偿还风险。完善专项债券项目

“一案两书”制度。
优化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和管理

机制。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
发”试点，在 10 个省份以及雄安
新区下放项目审核权限，省级政府
审核批准本地区项目清单。打通在
建 项 目 续 发 专 项 债 券 “ 绿 色 通
道”。建立“常态化申报、按季度
审核”的项目申报审核机制。

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加快
专项债券发行进度，加快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加强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监管。

国办印发意见

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

据 新 华 社 天 津 12 月 26 日 电
（记者隋福毅） 记者从天津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2024
年，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新筹集
保障性租赁住房 5000 余套 （间），
运营 3.75 万套 （间），筹集配售型
保障房 7000 套左右，向中低收入
困难家庭发放租房补贴 4 亿余元，
服务群众 8万余户。

据介绍，2024 年，天津市不断
强化公租房兜底服务功能，推进保
障性租赁住房提质增效，全面启动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批量收购
转化现房工作稳步推进。天津市已

基本建立起公租房、保租房、配售型
保障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目前，天津市已利用存量非居
住房屋改建保租房 4.08 万套 （间），
利用存量住宅转化 2.54 万套 （间），
利用轨道交通站点、零散地块以及
企业闲置土地新建 1.57 万套 （间），
通过盘活存量闲置资产方式筹集的
保租房占总量的比重为 91%。

天津市不断提升保租房一站式
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住房租赁服务
监管平台，与公积金提取、居住证申
领、教育等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为群
众办理公共服务事项提供便利。

天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服务群众需求

据 新 华 社 兰 州 12 月 26 日 电
（记者王紫轩） 记者 26 日从甘肃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
以来，甘肃通过省级财政适当补
贴、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自
由选择的方式，引导 1 万名离校未
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目前，全体项目人员已与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并上岗。

据统计，今年引导就业的 1 万
名毕业生中，本科学历和大专学历

分别占到 48% 和 46%，入职“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的人数占比超过 69%。县级及
以下各类机构中，卫生机构、教育
机构吸纳人数相对较多。

近年来，甘肃大力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自 2009 年起将“支持 1 万
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纳入为民实事项目，截至目
前，累计帮助 16 万名毕业生实现
就业。

甘肃支持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本报重庆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王欣悦） 日前，由重庆市商务委员
会（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主
办的重庆市数字企业出海联合体启
动仪式举行，现场为重庆市数字企
业出海联合体揭牌，开启重庆数字
企业抱团出海新篇章。这是重庆市
成立的首个数字企业出海联合体，

将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促进
数字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重庆市数字企业出海联合体旨
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合作框架下，探索数字企业抱
团出海的可行模式，推动重庆本地
企业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大力拓展
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化竞争优势。

重庆成立首个数字企业出海联合体

浙江省金华市金义
新区持续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融合发展，产业科
研经费投入逐年提升，
助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活力持续迸发。2024
年前三季度，金义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 27.6%。图 为 位 于 金
义新区的浙江开尔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流水线上，工作人员对
原材料进行加工处理。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近期，江苏省连云港国际粮食集
散中心一期工程建设正在火热推进。
该项目是江苏省内目前单仓仓径最
大、高度最高的筒仓。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12月26日，西安
地铁首条环线——8
号线正式开通运行。
8 号 线 全 长 49.9 公
里，贯穿 5 个行政区
和 4 个开发区，共设
站37座，其中换乘站
有13座，是紧密连接
西安地铁线网的“换
乘之王”。8号线开通
后，西安地铁运营总
里程突破 400 公里。
图为西安地铁8号线
寒窑站。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临近年末，山东省东营市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打好
年末“收官战”。图为东营市东营区山东科瑞油气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基
地，技术员在安装调试国外订单产品。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中原农谷是河南倾力打造的农业科创平台，以育种为核心，兼顾
智慧农业发展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探索打造全链条种业创新体系。中
原农谷主要位于新乡市，已入驻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53家、种企 74家。
图为12月25日，在中原农谷实验室，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科研人
员给植物光照培养箱内的样本浇水。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