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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12 月 16 日
对外发布。透过经济普查结果，能够发
现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经济结构发生了
哪些重大变化？

勾勒 5 年发展图景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普 查 时 期 资 料 为
2013 年年度资料。国家统计局局长马
建堂表示，此次普查主要目的是全面了
解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及布局，进一步查实服务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我
国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更新覆盖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
础 信 息 数 据 库 和 统 计 电 子 地 理 信 息
系统。

“数据深刻展示了这 5 年来，我国经
济总量明显扩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经济发展效益不断提高。”马建堂说，

“总量扩大、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是 5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简要图景。

普查结果显示，2013 年末，全国共
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
1085.7 万个，比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
份 的 2008 年 末 增 加 375.8 万 个 ， 增 长
52.9%。相对于总量的增加，结构持续
优 化 态 势 同 样 明 显 。 与 2008 年 相 比 ，
2013 年末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均有明
显提升。

此外，第三次经济普查还表明，我
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稳步提高。
比如，2013 年企业法人单位人均营业收
入 78.1万元，比 2008年增长 64.2%。

高技术产业成亮点

此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5 年来我国
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研发投入
大幅度增加，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新产
品销售收入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现象应
该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高技术
制造业，使整个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以
营收为例，2013 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占
全 部 制 造 业 企 业 的 比 重 为 12.8% ， 比
2008 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
是，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稳步提高。
一方面，研发投入较快增长。另一方
面，产出水平也稳步提升，申请发明专
利总量、新产品销售收入都比 2008 年时
增长超过一倍以上。

在创新驱动战略引导下，其他工业
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不断增加，整体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2013 年我国规
模以上全部工业中研发经费超过 500 亿
元的有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等为代表的 7 个行业大类，这些
研发经费规模相对较大的行业对提高我
国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的
引领作用。

更重要的是，内资企业主体地位得到
巩固，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2008
年至 2013 年，内资企业对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为 77.3%，内资
企业对提升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研发投入
的增加，我国工业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和
技术水平稳步提升，创新驱动也让这些企
业收获了高额的回报。

马建堂表示，5 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
发展更快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政府进
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如前几天国务院
决定把在中关村适用的一些科技政策推
广到全国；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中的高科技企业减免税负的
政策力度；上海自贸区试行的有利于创
新的政策也将复制推广，所有这些都推
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更
重要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健全，市场主体的
作用越来越强。

充分用好普查数据

“普查获取了海量数据，利用好这
些数据需要统计机构、媒体、研究机构
一起努力，不要让数据放在抽屉里、放
在 电 脑 里 。” 马 建 堂 说 ， 通 过 经 济 普
查，摸清家底，可以更好地进行宏观调
控，也将对老百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好处。

“ 人 民 群 众 既 是 消 费 者 也 是 投 资
者。”马建堂介绍说，群众要投资办厂，
可以通过第三次经济普查获取行业信
息，对于企业生产决策很有帮助。

同时，此次经济普查还调查了主要
的工业产品情况，比如照相机、电脑、
电视机、电冰箱。这些企业都在哪里？
除了工业产品外，比如第三产业，有多
少理发馆、洗衣店、银行分支机构？它
们都坐落在哪里？这些信息将被做成可

视化的电子地图。开发利用好这些数
据，对国家、对企业、对老百姓都有直
接益处。

记者注意到，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相
比，此次经济普查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调
查情况。马建堂表示，此次经济普查特
别把摸清小微企业的家底作为普查重要
任务。

此次普查结果显示，在二、三产业
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数占全部的 95%

以上，从业人员占一半左右，资产接近
30%。此外，对每个县、区、街道、行
业到底有多少小微企业也摸清了家底，
有助于各地制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
策，更好推动就业、促进发展、改善
民生。

马建堂表示，国家统计局将按照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依法向社会
公开发布更多的普查数据结果，最大限
度发挥普查数据的社会效用。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将为党中

央、国务院科学制定政策，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

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这是一次科学的普查，方案科学规

范、组织科学严密。国务院经济普查办

公室认真借鉴历次普查经验，广泛吸收

各方意见，反复研究论证，经过多项认

真试点，制定了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方案》 及 13 项技术规范和业务流程。在

此基础上开展全覆盖业务培训，进行了

地毯式单位比对和现场核查，全力以赴

做好现场登记和个体户抽样调查，利用

信息手段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和上报

工作，严格分级分专业审核数据。

这是一次阳光的普查，过程公开透

明，监督广泛有力。整个普查过程向全

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尤

其是在事后质量抽查阶段，邀请了 30 多

名地方媒体记者，公开招聘了 31 名社会

人士作为义务督察员，全程参加事后质

量抽查。

这是一次现代化的普查，信息技术

广泛应用，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此次普

查首次实现了数据生产过程的电子化、

网络化，确保了普查数据真实可靠，提

高了工作效率。PDA 被首次应用在现场

登记、对普查对象空间定位、拍摄证

照、采集和上传数据方面，实现了普查

数据的即采即报；近 100 万家规模以上

企业首次利用互联网填报普查表并直接

报送国家数据中心，减少了可能存在的

人为干扰。

科学、阳光、现代化确保了经济普

查数据质量的生命线，使此次普查前期

工作经受住了社会各界的严格挑剔，相

信逐步发布的普查数据也经得起历史的

检验。而普查获得的真实可靠的海量基

础数据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将为

社会各界全面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提供

翔实的统计数据支撑。

为把握新常态提供数据支撑
唐一平

我国产业结构有哪些重大变化

□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薛志伟

历时两年多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已基本结束。

数据背后蕴含的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为我国下一

步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报北京 12 月 17 日讯 记者乔金亮

报道：农业部今天首次发布了 《全国耕
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公报》 反映了
全国各区域耕地质量状况、存在的主要
障碍因素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为有
针对性地做好耕地质量建设、划定永久
基本农田、开展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
验收提供了依据。

根据 《公报》，全国 18.26 亿亩耕地
质量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一至十等。
其中，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为 4.98
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27.3%。这部分耕

地基础地力较高，基本不存在障碍因素，
应按照用养结合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确保
耕地质量稳中有升。评价为四至六等的耕
地 面 积 为 8.18 亿 亩 ， 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44.8%。这部分耕地所处环境气候条件基
本适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一定基
础，障碍因素不明显，是今后粮食增产的
重点区域和重要突破口。到 2020 年，按
照 耕 地 基 础 地 力 平 均 提 高 1 个 等 级 测
算，可实现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600
亿斤以上。评价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积
为 5.10 亿 亩 ， 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27.9%。

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相对较差，生产障
碍因素突出，短时间内较难得到根本改
善，应持续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和耕地内
在质量建设。

据介绍，《公报》 形成得益于农业部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的耕地地力调查和质量
评价工作。以耕地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
图、行政区划图叠加形成的图斑为评价单
元，从立地条件、耕层理化性状、土壤管
理、障碍因素和土壤剖面性状等方面综合
评价耕地地力水平，进行汇总分析，从而
划分出一至十等级耕地数量及分布。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下一
步，农业部将以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划定成
果为基础，推动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行动”，大力实施地力培肥、土壤改
良、养分平衡、质量修复等措施，着力提
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长远
基础。同时，抓紧制定 《耕地质量保护条
例》，加快建立健全耕地质量保护长效机
制。不断完善耕地质量、土壤墒情、肥效
三大监测网络，建成国家、省、市、县四
级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定期发布耕地
质量动态变化信息。

农业部首次发布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

18 亿亩耕地分出“三六九等”

农业部首次发布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

18 亿亩耕地分出“三六九等”

本报北京 12 月 17 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
境保护部今天通报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
五”规划》2013 年度考核结果。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全国 5 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比
2007 年 下 降 10.5% ，全 国 共 淘 汰 涉 重 金 属 企 业
4000 余家，淘汰铜冶炼 204 万吨、铅冶炼 296 万吨、
锌冶炼 85 万吨、制革 2580 万标张、铅蓄电池 5800
万千伏安时。

据悉，2013 年度的考核结果作为重金属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量不降反升的内蒙古、湖南、四川、陕西四省将适当
扣减 2014年度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下一步，国务院有关部门将继续严格责任考核，
加强涉重金属行业管理，落实资金投入，加快重点项
目实施进度，严格环境监管，依法严厉打击惩治涉重
金属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2015 年底完成《规
划》目标。

本报北京 12 月 17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日
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
税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个人转让投资于在中国
境内成立的企业或组织的股权或股份所得，应依法
征收个人所得税，该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

现行税收政策规定，个人从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暂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依
照相关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转让上述两
种情形以外的股权取得的所得，应依法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随着新的股权交易形式不断涌现，
对完善和升级现行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规定提出了
新的要求。

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办法主
要是规范股权转让过程中征、纳双方的权利、义
务，在延续原有规定主要框架的基础上，就股权转
让范围、股权转让双方及被投资企业的权利义务、
股权转让收入和股权原值的确认、纳税时点、税务
机关征收管理、服务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
善，使相关规定更为科学和全面。

本报北京 12 月 17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北
京时间 12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对中国光伏
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终裁，做出征税裁决。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
美方的裁决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光伏产品贸易争
端，严重损害了两国产业的贸易与合作，中国企业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该负责人表示，美方在已对中国同类光伏产品
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对中国光伏产
品再次进行“双反”调查并做出征税裁决，这是滥
用贸易救济措施，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违
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中方敦促美
方慎重考虑美方裁决造成的严重后果，严格遵守国
际规则，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行动妥善处理贸易摩
擦。同时，中方将考虑在 WTO 框架内和美国司法
体系中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税务总局：

规范股权转让所得个税管理

商务部:

严正反对美对我光伏产品征税

环保部：

扣减4省区防治重金属污染资金

从 12 月 16 日起，北京地铁所辖各车站开始陆续

张贴票价标识表，方便乘客了解和熟悉新票价。图

为工作人员在北京地铁 2 号线西直门站张贴票价标

识表。 言 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