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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同比增长5.2%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2023年，中国GDP达1260582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5.2%，增速比2022年加快2.2个百
分点。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期中国
经济增量超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经济
总量；人均GDP达89358元，比上年增长5.4%。

“观察中国经济表现，不仅要跟自己纵向比，也要
跟其他国家横向比。”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说，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高于全球3%左
右的预计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
引擎。

展望2024年，康义表示，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
弱、风险隐患依然较多。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
策部署，有效应对困难、解决问题，不断推动中国经济
行稳致远。

社零总额创历史新高
“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3年我国消费
市场恢复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15万亿元，创
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7.2%。

其中，服务消费较快回暖成为一大亮点：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20.4%；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11%；居民人均
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14.4%，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比重达到45.2%……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消费重新成
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数据显示，2023年，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比上年提高
43.1个百分点。

康义说，总体上看，我国还处在经济恢复和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当前，支撑消费持续回升的有利条件比
较多，如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依然明显，文娱旅游、体
育赛事等消费热点不断升温，加之城乡融合发展、城镇
化进程推进等，都为消费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
对今年消费市场的恢复充满期待和信心”。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

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30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增长
6.4%。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9%，制造业投
资增长6.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6%。

包括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制造业技改投资同
比增长3.8%，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3%；高技术服务
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分别
增长31.8%、29.2%，均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落地显效，持续激发民间
投资活力，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文猛说。

进出口同比增长0.2%
外贸运行总体平稳

2023年我国外贸运行总体平稳：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41.76万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一、二、三季
度规模逐季抬升，四季度向好态势明显，10月、11月、
12月三个月同比增幅逐月扩大，12月当月进出口规模
创历史新高。

外贸规模稳中有增的同时，发展质量优中有升：
2023年，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
60万家，民营企业连续5年稳居中国第一大外贸经营
主体；出口综合竞争优势继续巩固，其中汽车出口量连
续跨越400万辆、500万辆两个百万级台阶；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和占比均为倡议提出以来
的最高水平……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表示，总的看来，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好于预期，实现了促稳提质目标。展望
2024年，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还在集聚增多，
相信随着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和高水平开放稳步推进，
我国贸易发展新动能将加快培育，进出口稳增长、提质
量、增效益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回望这一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供
给需求稳步改善，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就
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主要预期目标圆满
实现。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消费的“主
引擎”作用充分凸显。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比上年提
高43.1个百分点。这背后，是政策与市
场良性互动，是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从
哈尔滨文旅爆红背后的政策及场景创
新，到多家商超瞄准消费者需求精准“上
架”商品与服务，再到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等蓬勃兴起……创新提质、
新业态赋能、改革突围，国内大循环对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作用持续增强。

新动能引领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
发展成效明显。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
的排名升至第12位，拥有的全球百强科
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8%；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3%，快于
全部投资7.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在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不断发展壮大，
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经济“成
绩单”来之不易，也要看到国内有效需求
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
弱、风险隐患依然较多等问题亟待解决；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深刻调整，国际循环也面临一
些困难和挑战。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
必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
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打通
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展望前路，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只要我们坚
定信心、接续奋斗，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定能巩固和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中国经济的巨
轮行稳致远。

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推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

工业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中发挥“压舱石”作用。2023年，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2年增长4.6%。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对推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3年的四个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逐季回升；第四季度，我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持续保持在97%以上，其中，12
月份升至98.4%。

我国工业发展仍处在由大变强、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今年将深入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
长工作方案，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发掘培育智
能家居、国货潮品等新消费增长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
关键领域抢下“先手棋”，推动新型工业化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CPI同比上涨0.2%
有效需求不足将逐步缓解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
2023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其

中，12月份CPI同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环
比由上月下降0.5%转为上涨0.1%。从全年看，我国CPI月度同比
涨幅均低于3%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较高。2023年，食品价格
同比下降0.3%。其中，12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3.7%，降幅比上
月收窄0.5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0.9%转为上涨0.9%。

“价格低位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
康义说，这是中国经历了三年疫情冲击以后，经济逐步走向正常状
态中的阶段性现象，短期内需求不足会导致价格下行。随着一系
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会得到逐步缓解，居民
消费价格有望随之企稳回升。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就业形势逐步改善

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比上年下降0.4
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各季度平均值分别
是5.4%、5.2%、5.2%、5.0%，就业逐步改善的态势比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得到有效保障。2023年，农民
工总量达到29753万人，比上年增加191万人，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城
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1至11月份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47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156万人。

就业稳则大局稳。冯文猛表示，在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的情况下，今年部分群体、行业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仍会比较突出。随
着经济回升向好，各地区各部门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以及产业转型
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我国就业形势有望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 17 日公布
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这份
经济“成绩单”来之不易、成之惟艰。

那么，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如
何？发展活力怎样？未来走势如
何？透过各领域核心经济数据，
“新华视点”记者带你一起观

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脉动。

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基本面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

七组数据带你看2023中国经济发展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