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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10
周年。10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德关系
始终稳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巩固和深化，为两国各自发
展提供了动力。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
临的风险挑战增多，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国合作。中
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
超越双边关系范畴，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
响。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携手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都曾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
贡献。中德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彼此不构成安全威
胁。中德合作对双方有利，对世界有利。世界越是动荡，双
方越要提升两国关系的韧性和活力，坚持中德关系的合作
主基调和发展大方向，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这
一定位。中国对德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贯性。双方应
该继续以开放的胸襟密切交往，增进战略互信。只要双方
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两国关系必
将继续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两国市场高
度依存。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
保障、开创未来的机遇。无论是机械制造、汽车等传统领
域，还是绿色转型、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都有
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亟待挖掘。双方应该发扬互利共赢的

鲜明特色，彼此成就。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
品等，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巨大贡献。中德两国
都是以实业立国，都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双方要
警惕保护主义抬头，坚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
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多探讨合作。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赴德发展提供公
平、透明、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德在世界多极化问
题上有不少共通之处。多极化本质上应该是不同文明、不
同制度、不同道路的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中德应
该独立自主开展多边领域协作，推动国际社会用实际行动
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不平衡、地区冲突等全球性挑战，
为世界的平衡稳定作出更多贡献。

朔尔茨表示，当前，德中关系发展良好，双方各层级、各
领域交往密切。双方成功举行了两国政府磋商以及战略、财
金等领域高级别对话，还将举行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
过去两天，我和德国企业界代表参访了重庆、上海等地，亲身
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德中两国企
业界的紧密良好合作印象深刻。德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两
国关系，深化各领域双边对话与合作，推进教育、文化等领域
人文交流，这对德中两国以及世界都至关重要。德方愿同中
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致力于维
护多边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赞同对立对抗。
德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德
国愿为促进欧盟同中国关系良好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危机深入交换意见，表示中德
都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使用核武器或
攻击和平核设施，妥善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遵守国际人
道主义法。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为防止冲突螺旋式升级甚至
走向失控，各方应共同致力于早日恢复和平。为此，应该把
握以下几个原则：一要以和平稳定的大局为重，不要谋求一
己私利。二要为局势降温，不要拱火浇油。三要为恢复和
平积累条件，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四要减少对世界经济
的负面影响，不要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不是
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参与方，但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
促谈。中方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
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愿就此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有
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了意见。双方都认为，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
议，防止事态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保证加沙地带无
障碍、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
方案”基础上早日通过谈判解决，呼吁有影响力的国家为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
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会见后，习近平同朔尔茨一起散步并共进午餐，就广泛
议题进一步深入交流。

王毅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 中国经济良好开局
2024年中国经济一季度数据16日出炉：初步核算，

国内生产总值（GDP）29629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5.3%。国民经济开局良好，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如何看待这份成绩单？记者对关键数据进行了梳理。

GDP同比增长5.3%：
国民经济起步平稳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3%，比上年四季度环
比增长1.6%。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GDP增长5.3%是符
合实际的。这一增速主要由工业回升、服务业向好共同
带动。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为37.3%；服务零售额增长10%，服务业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55.7%。工业和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90%。

实物量指标的增长也与GDP的增长相匹配。一季
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6%，工业用电量增长8%左
右，货运量增长5.3%，营业性客运量增长20.5%，港口货
物吞吐量增长6.1%；3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8.3%。

“从恢复程度来看，消费恢复不如生产，中小微企业
恢复不如大企业，经济恢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盛来
运表示，下一步，要在继续加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上，进
一步关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要关注中小微企
业发展。

社零总额同比增长4.7%：
有望持续向好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一季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20327亿元，同比增长4.7%。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73.7%，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
作用。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线上消费持续强劲，消费新动能
持续释放。一季度，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43.3%，比

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全国网上零售额33082亿
元，同比增长12.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8053
亿元，增长 1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3%。

绿色消费深入人心，新能源车销售强劲。根据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一季度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超
过30%。

麦肯锡日前发布的《2024麦肯锡中国汽车消费者洞
察》指出，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明显，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的
消费意愿及能力增强。

盛来运说，从未来走势看，支持消费的有利条件仍在
增多，比如经济持续回暖向好，居民收入在增加、就业在
改善，消费者信心不断回升，消费市场会持续向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比上年全
年加快1.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一季度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4%，比去年全年提升1.1个
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
增长10.8%、12.7%。

细分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42.7%、
11.8%；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
资分别增长24.6%、16.9%。

盛来运表示，新投资、新基建继续呈现良好发展势
头。截至2月底，全国新增13.2万个5G基站，现在总量超
过350万个。

“当前，东数西算、光纤通信等一些新基础设施加快
落地。我们要因地制宜，在做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
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做大做强新质生

产力。”盛来运说。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0%：
外贸起势良好

一 季 度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101693 亿元，同比增长 5.0%。
其中，出口 57378 亿元，增长
4.9%；进口44315亿元，增长

5.0%。
“进出口规模历史同

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
出口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

高。”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
表示，一季度我国外贸发展“质
升”特征持续显现，有效巩固
了“量稳”势头。

得益于完备的产业体系
和强大的生产能力，高技
术、高附加值产品走俏海
外。一季度，包括电脑、
汽车、船舶在内的机电产
品共计出口 3.39 万亿
元，同比增长6.8%，占出

口总值的59.2%，中部地区高端装备出口增长42.6%，表
明“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继续巩固。

王令浚表示，中国海关贸易景气调查结果显示，3月
份反映出口、进口订单增加的企业比重均较上月明显提
升。预计二季度我国进出口持续向好，上半年基本保持
在增长通道。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比去年一季度提
高了3.1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工业
经济回升向好。

盛来运表示，工业回暖跟近期一些政策的推动有关，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出
台，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信心。新动能新产业也发挥
了重要带动作用，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7.5%，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1.4个百分点；拉动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个百分点。

“从后势来看，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会继续保
持，但回升的基础还要进一步巩固，尤其要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盛来运说。

CPI同比持平：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
一季度，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与上年同期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0.7%，与去年四季度基本持平。

猪肉价格在CPI“篮子”商品中占有较高比重。3月
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6.7%。针对猪肉
价格未来走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朱增勇表示，当前，养殖户市场看涨情绪渐浓，补栏
积极性较高，同时新生仔猪量环比增加，后期生猪供给仍
较充裕。鉴于市场供需基本面并未反转，下半年猪价总
体季节性上涨，但出现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盛来运说，从未来走势看，经济持续向好，总需求在
回升，部分农产品如生猪价格到了调整拐点，以及假日消
费带动，物价有望在低位温和回升。

PPI同比下降2.7%：
降幅有望收窄

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
降2.7%。其中，3月份同比下降2.8%，环比下降0.1%。

盛来运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恢复向好，PPI降幅总体有
所收窄。从结构来看，除了需求原因，PPI下降还跟部分产
业调整转型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有关。

“初步研判，PPI将会继续呈现降幅收窄、稳中有升的
态势。”盛来运说，经济回暖、总需求回暖，有利于支撑价
格回升。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会给相关产业带来积极影
响。部分行业结构调整，一部分传统产业的出清将给市
场供求关系带来积极变化。此外，去年一季度PPI翘尾影
响是负2.3个百分点，到二季度，翘尾影响只有负0.9个百
分点，这也将会支撑PPI降幅明显收窄。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