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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
26 日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新时
代新征程上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
查，旨在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情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
间的经济联系，以及推进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在
规模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安全
保障、绿色转型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积
极变化，展现出稳固的基础、强大的韧
性和巨大的潜能。

2023年 GDP数据总量
有所增加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国际通
行做法，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数据和有关部门资料，并同
步实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
法 改 革 ，对 2023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294272 亿元，比
初步核算数增加 33690 亿元，增幅为
2.7％。

“普查修订后，2023 年国内生产
总值已经接近 130 万亿元，经济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5 年来我国对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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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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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说。
康义说，5 年来，面对国际环境的

深刻复杂变化和疫情带来的巨大冲
击，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开
展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战胜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挑战，综合国力得到了明
显提升。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
字经济发展状况相关内容。数据显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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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营业收入 48.4 万亿元，占全部第二三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0.9％。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
推 进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动
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 负 责 人 王 冠 华 说 ，以 数 字 产 品 制
造、服务和应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
提升。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共有数字
产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26.2 万个，
占 数 字 经 济 核 心 产 业 企 业 总 量 的
9％ ，营 业 收 入 20.5 万 亿 元 ，占 比 是
42.3％。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人单
位 143 万个，占比 49％，营业收入 14
万亿元，占比 2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当中，数字

产品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占比较高，超
过四成；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企业数量
较多，接近五成，体现出我国数字产品
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和数字技术应用业
的发展活力。”王冠华说。

发展结构更优、动能更足

“五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态势
未改，区域发展协调性继续提升。”康
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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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
我国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2023 年
末 ，全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达 到
404.8 万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3.8％；
制造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达到 151 万
亿元，增长 41.7％。

中西部地区经济占比也在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新提升。2023 年
末，中部、西部地区拥有第二和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比 2018
年末提高了1.4个、0.6个百分点。

“五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企
业的创新研发势头强劲，创新成果大
量涌现。”康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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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科
技成果加快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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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百分点；高技术
服务业企业法人数量占规模以上服务
业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全国从事战略
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15.8 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和服
务业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

推动普查数据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反映了高质
量发展进程，更好地掌握国民经济行
业结构，为全面客观总结评估“十四
五”规划执行情况、科学制定“十五五”
规划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重要支
撑。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编辑制作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23）》等普查资
料，提供更详实的普查数据，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
副局长蔺涛说。

他表示，下一步将聚焦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等经济
社会发展和统计改革的重点关注领
域，组织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社会力
量，深入开展课题研究分析，深化普查
数据共享与服务，推动普查数据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

（新华社北京12月 26日电）

摸 清“ 家 底 ” 把 脉 经 济
——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看中国经济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潘 洁 唐诗凝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今年我国交通运
输行业发展取得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更好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在 27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作了回答。

行业发展成效显著

全年客运量将达到 645 亿人次，日均 1.8 亿人次，同
比增长 5.2％；

货运量有望达到 565 亿吨，日均 1.5 亿吨，同比增长
3.5％；

港口货物吞吐量有望达到 175 亿吨，同比增长 3．
4％……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用一组组数据展
示了今年交通运输行业的“成绩单”。

“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庞大交通运输需求，
这个需求是我们交通发展的内生动力。”李扬说。

今年以来，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服务能力和水平进
一步提升。数据显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达到
600 万公里，预计铁路营业里程超过 16 万公里，高速铁路
里程超过 4.6 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约 19 万公里，高等级
航道通航里程超过 6.7 万公里。特别是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主骨架“6 轴 7 廊 8 通道”已建成路线里程超过 26 万
公里，建成率约 90％。

重大工程是推进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

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通车；池州至黄山、
沪苏湖等高铁建成投运；兰海、银昆国家高速公路主线
今年实现贯通；平陆运河、上海港洋山港区小洋山北集
装箱码头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建设……今年以来，一大
批重大交通工程项目顺利实施。

“可以说，重大交通项目建设马不停蹄，‘进度条’不
断刷新，为交通投资保持高位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交
通运输部总规划师兼综合规划司司长吴春耕表示，预计
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约 3.8 万亿元，保持高位运
行。

助力降本提质增效

12 月 22 日，随着停靠在洋山港的远洋巨轮上一个集
装箱被顺利吊起，上海港 2024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5000
万标箱，成为全球首个突破 5000 万大关的集装箱码头。

“2024 年，上海港的枢纽功能在提升，通过公转水、
公转铁、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服务，更好地发挥对长三
角乃至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带动作用。”上港集团生产业
务部副总经理杨焱滨说。

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是推动我国交通
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重要方式。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王绣春介绍，交通运
输部已经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印发了《交通物流降
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细化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
政等各细分领域实施方案，在政策层面构建起“1+5”框
架体系。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多式联运是重要方式。
王绣春表示，将着重推动铁路港前站、铁路专用线向港口
堆场延伸，推进重点港口与铁路堆场共享共用；完善多式
联运数据共享标准，推进交通物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多式联运管理制度和“一单制”“一箱
制”标准规范，推进集装箱铁水联运中转交接、货物装载、
安全查验等方面真正实现“一箱制”。

“交通运输是全社会物流成本构成的要素之一，成
本主要有运输成本、仓储成本和管理成本，我们希望通
过发挥综合运输优势推动‘公转铁’‘公转水’，更好地为
降本提质增效作贡献。”李扬说。

持续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举办司机见面会、司机恳谈会、远程课堂，定期开展
业务服务、素质教育等培训，请来心理咨询师为司机们
进行心理咨询等服务……位于广东深圳市福田区的货
拉拉司机之家，获得不少司机的赞许。

“‘司机之家’对我们这些同城配送司机来说非常方
便，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功能丰富的场地，心里觉得非常畅快。”货拉拉司机刘师傅
说。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货车司机从业人员在 3800 万人左右。
“一直以来都是这些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运输服务第一线，他们的辛勤工作保障

了经济发展，也为我们能够享受如此便捷的物流服务作出了贡献。”王绣春说。
近年来，从不断便利从业经营办事办证，到持续改善停车休息环境，再到不断加

强行车安全保障和持续加大爱心帮扶力度，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举措，多措并举保障货车司机权益。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让社会大众有从业获得感和职业归属感，也要更好
满足他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需求。

“截至 2023 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460 万公里，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
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应该说，农村公路建设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人气、财气，促进了
乡村脱贫和振兴。”李扬说。

明年农村公路该怎么发展？李扬表示，交通运输部计划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0.5
万公里，新增通硬化路较大规模的自然村（组）1.24 万个；计划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5 万公里，实施修复性养护工程；继续推动提升城乡客运均等化服务水平，特别是优
化农村物流服务；深化“美丽农村路”发展，统筹建设农村公路、优化村镇布局、整治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

“让更多的农村路变得更美，让农民有机会更富，促进产业振兴，服务现代乡村全
面振兴发展。”李扬说。 （新华社北京12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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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2 月 28 日拍摄的鹅城大桥（无
人机照片）。

12 月 28 日，中铁广州工程局承建的
惠州鹅城大桥建成通车。鹅城大桥桥梁

全长约 1119.5 米，跨越东江水面，按双向
6 车道设计。惠州有“鹅城”之称，鹅城
大桥形似“天鹅引颈”，展现“鹅城”特色。

新华社记者 田建川 摄

“天鹅”浮东江

广东惠州鹅城大桥建成通车

每逢年末，我国会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对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和
税目进行调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 28 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了 2025 年
我国关税调整方案。

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调整
降低了部分原材料、药品、设备及零部
件等的进口关税，并对协定税率、税则
税目进行调整，有利于增加优质产品
进口，扩大国内需求，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根据公告，2025 年对 935 项商品
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
率。其中，降低部分原材料、设备及零
部件进口关税，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此次暂定税率调
整的一大看点。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信息
与市场部副主任范敏关注到此次调整
新增了乙烷、环烯烃聚合物、乙烯－乙
烯醇共聚物等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

“这些商品，都是石化行业非常重要的

基础原料。降低这些商品的进口关
税，将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推动石化行业绿色低碳
发展。”

消防车和抢修车等特殊用途车辆
的自动变速箱等的进口关税也将调
整。

“自动变速箱是消防车、抢修车等
车辆的关键零部件，降低其进口关税
后，将更好保障这些特殊用途车辆生
产，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深首席专家
黄永和说。

聚焦民生关切，是此次暂定税率
调整的另一大看点。

记者查阅公告附表发现，我国将
继续对部分治疗癌症、罕见病的药品
和原料等实施零关税，并新增降低了
环硅酸锆钠、CAR－T 肿瘤疗法用的
病毒载体、外科植入用镍钛合金丝等
的进口关税。

2018 年以来，我国多次降低药品

及原料药进口关税，绝大多数成药、部
分抗癌药和罕见病药的原料已实施零
关税。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高宇宁看来，围绕人民群众关注、临床
需求较多的药品原料、医疗器械，我国
持续降低进口关税，有助于更好保障人
民“病有所医”，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

协定税率方面，2025 年，我国对
24 个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
项下、原产于 34 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部
分进口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中
国－马尔代夫自由贸易协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实施降税，未来完
成最终降税后，双方接近 96％的税目
将实现零关税。

“2025 年与中国实施协定税率的
‘朋友圈’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彰显了
我国推动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
员高凌云说。

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实现
互利共赢，2025 年继续给予 43 个与我
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
品零关税待遇。

“对 43 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
税待遇，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担当。中国愿与最不发达国家共享
市场机遇，践行互利共赢。”高宇宁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2025 年，我国
将增列纯电动乘用车、杏鲍菇罐头、锂
辉石、乙烷等本国子目，优化椰子汁、
制成的饲料添加剂等税目名称的表
述。同时，新增干紫菜、增碳剂、注塑
机等本国子目注释，优化白酒、木质活
性炭、热敏打印头等本国子目注释的
表述。

税目被称为贸易的“语言”。“我国
增加了多个本国子目，并优化了相关
税目和子目注释，这对于促进相关产
业发展、加强进出口管理等方面都具
有积极意义。”高凌云说。

（新华社北京12月 28日电）

一年一度的关税调整来了，2025年有何看点
新华社记者 申 铖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记
者 申 铖）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
税 税 则 委 员 会 28 日 对 外 发 布 公 告 ，
2025 年将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税率和税目。

根据公告，2025年对 935项商品实
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其中，为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
力发展，降低环烯烃聚合物、乙烯－乙
烯醇共聚物、消防车和抢修车等特殊用
途车辆的自动变速箱等的进口关税；为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降低环硅酸锆
钠、CAR－T 肿瘤疗法用的病毒载体、
外科植入用镍钛合金丝等的进口关税；
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降低乙烷、部分
再生铜铝原料的进口关税。

此外，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
况变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
范围内，提高糖浆和含糖预混粉、氯乙
烯、电池隔膜等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为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
区网络，2025年对24个自由贸易协定和

优惠贸易安排项下、原产于34个国家或
者地区的部分进口商品实施协定税率。
其中，中国－马尔代夫自由贸易协定自
2025年1月1日起生效并实施降税。

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实现
互利共赢，2025 年继续给予 43 个与我
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
品零关税待遇。同时，继续根据亚太
贸易协定、我国与有关东盟成员国政
府间换文协议，对原产于孟加拉国、老
挝、柬埔寨、缅甸的部分进口货物实施

特惠税率。
为 服 务 产 业 发 展 和 科 技 进 步 ，

2025 年增列纯电动乘用车、杏鲍菇罐
头、锂辉石、乙烷等本国子目，优化椰
子汁、制成的饲料添加剂等税目名称
的 表 述 。 调 整 后 ，税 则 税 目 总 数 为
8960 个。同时，为推进税则体系科学
化、规范化，2025 年新增干紫菜、增碳
剂、注塑机等本国子目注释，优化白
酒、木质活性炭、热敏打印头等本国子
目注释的表述。

2025年 1月 1日起，这些商品关税税率和税目将调整

12 月 29 日 拍 摄 的 淮 河 入
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
施工现场（无人机照片）。

日前，淮河入海水道二期
工程淮安枢纽工程完成便桥、
上游围堰等工程施工，导航明
渠已完成进度 75％以上。据了
解，淮安枢纽工程建成后，淮河
入海水道行洪能力将达到 7000
立方米／秒，有利于减轻淮河
中游防洪除涝压力。

新华社发（贺敬华 摄）

江苏淮安

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工程淮安

枢纽加快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