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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司晋丽）国家统计
局17日发布消息，初步核算，2023年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0582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89755亿元，
比上年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482589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
加值688238亿元，增长5.8%。国家统
计局局长康义表示，2023年国民经济
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主要
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工业生产稳步
回升，服务业增长较快。2023年全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69541万吨，比上年增加
888万吨，增长1.3%。全年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6%。全年服
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8%。

服务消费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增加，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023年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1495亿元，
比上年增长7.2%。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503036亿元，比上年增
长 3.0%；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增长
6.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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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 年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417568亿元，比上年增长0.2%，贸易
顺差57884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2023年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2%。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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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比上年名义
增长 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

此外，2023年全国人口总量有所
减少，城镇化率持续提高。2023年年
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
少 208万人。城镇常住人口 93267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1196万人；乡村常
住人口47700万人，减少 1404万人；
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城镇化
率）为66.16%，比上年末提高0.94个
百分点。

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

新华社北京 1月 17 日电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费利克
斯·齐塞克迪致贺电，祝贺他当选连
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刚果 （金） 是中国
的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传统友好不断深

化。我愿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深化
彼此政治互信，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刚合作实现
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齐塞克迪当选连任刚果（金）总统

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 著名
的社会活动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
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第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
主席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
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四届、五届会
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克辉同志

的遗体，17日在北京八宝
山革命公墓火化。

张克辉同志因病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 15 时
1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岁。

张克辉同志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
通过各种形式对张克辉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7日上午，八宝山革
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
念张克辉同志”，横幅下方
是张克辉同志的遗像。张
克辉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
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 30 分许，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
张克辉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默哀，向张克辉同志的遗
体三鞠躬，并与张克辉同
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
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
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张克辉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张克辉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

革命公墓送别
张克辉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
通过各种形式对张克辉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1月17日，张克辉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习近平与张克辉亲属握手，表示深切
慰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毛宁17日宣布：应刚果民主共
和国总统齐塞克迪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跃跃将
于1月20日出席在刚果 （金） 首都金
沙萨举行的齐塞克迪总统就职典礼。

习近平主席特使沈跃跃将
出席刚果（金）总统就职典礼

“专题协商会主题好选题好，各位发
言委员准备充分，调研深入，提出的问题
客观，有前瞻性。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国
之大者、省之大计、市之大事，要聚焦提
升城市能级、聚焦提升产业能级、聚焦
提升平台能级、聚焦提升服务能级提升
宁波的城市吸引力，助力宁波发展。”1
月17日，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
彭佳学参加市政协全会联组专题协商交
流活动，与委员们就提升人口竞争力促
进城市转型升级进行协商交流。

加强高端科研机构培育，优化人
才培养发展环境是叶继春委员发言的
切入点，在他看来，尽管宁波市在高端
人才引进方面连续多年居浙江省和全
国领先地位，但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
整体水平仍有差距。为此建议，继续
做大做强现有领军科创平台，并给予

长期支持。优化人才培养发展环境，实
现畅通的人才“上升”通道，构建完善的
人才激励制度。

“秉持‘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理念，集
中政策资源，盯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大招商力度，‘先种梧桐树，才引凤凰
来’。”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乐静波
委员深知人才是决定人口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希望聚焦产业所需企业所盼，通过

“政校企服”四方联动培养人才，共同打
造宁波的产业人才“蓄水池”。

制造业是宁波的优势，但传统制造
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弱，姚成志委员
结合办企业感受，建议适度提高人才补
贴标准，不断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人才政策
应因“业”施策，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
平台和创业机会。

外来劳动力撑起了宁波人力资源市
场的“半壁江山”。聚焦城市中不同劳动
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岑孟荣委员提出
推动保障对象多样化、保障房类型多样
化等多条建议。

在黄立明委员看来提高来甬务工人
员归属感刻不容缓，要注重提高外来务
工人员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保障，以促
进城市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不做调研不知道，一做调研吓一
跳”，励佩珍委员调研发现，宁波市常住
人口总量逐年增加，但育龄妇女尤其是
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总量减少，婚恋、生
育意愿“双下降”。对此她希望，宁波能
够优化生育友好政策体系，构建生育成
本分摊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托
育发展水平；强化宣传引导，促进婚育
观念转变。 （下转4版）

以城聚人 以人兴城
——宁波市委书记与委员共议最具幸福感城市人口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鲍蔓华

国内生产总值 （GDP）超过126万亿元，同
比增长5.2%——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2023年最
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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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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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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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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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
委书记张恩惠参加市政协十四届三次
会议联组讨论，与委员们一道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群策群力、齐心协力，把长春的事
办好，干字当头、只争朝夕，打好振兴
突破攻坚战。

“大食物观就是要向动物、向植物、
向微生物要蛋白，最捷径的方式就是搞
好我们的秸秆菌类产业。要充分利用
好秸秆，把它变为蛋白质，真正落实大
食物观。把动物、植物、菌物三物融合
生产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中。”

“激发青年优秀人才的创新活力、
谋划颠覆性的新质技术、大力培育数
字元素推动形成新质企业的合力、构
筑新质产业体系。”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打造长春特色
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提升城市竞争力。”

“持续优化光电信息产业链，加速打
造和树立长春光谷品牌形象。共商共建
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路线，深度融合校企
联动的发展局面，推动产业和重点产业
链发展。充分发挥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
员会、光电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及企
业联盟的作用，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抓住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新机
遇，优化科技强市的新路径，建设活跃的
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常态化开展高水平
的国际产学研合作交流会，引智、引资、
引技，形成全面振兴新动力。”

联组讨论中，李玉、姜会林等10位
委员，围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科技创
新、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人才服务等主题

积极建言。
张恩惠边听边记，充分肯定委员们

的发言既有政治高度、专业水准，又体现
了炽热情怀，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
深入研究、积极吸纳，将这些意见建议加
快转化为推动长春振兴发展的务实行动
和工作成效。

张恩惠表示，今年是长春振兴突破
三年攻坚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希
望广大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
作，多谋创新之举，多献务实之策，多解
民生之忧，多搭合作之桥，集聚人才之
智，围绕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办
好民生实事、助力招商引资、服务长春

“项目建设年”等重点任务，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不断扩大长春的朋友圈，画
好共促振兴突破的同心圆。

画好共促振兴突破的同心圆
——长春市委书记与政协委员共话振兴突破攻坚战

李志璇 本报记者 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