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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100100万亿元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中国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

GDP超百万亿元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熊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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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城际实行月

票制、京雄城际开通

运营、京哈高铁承德

至沈阳段即将建成通

车……京津冀协同发

展 战 略 实 施 近 7 年

来，交通一体化成为

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轨道上的京津

冀”在加速奔跑，服务民众新生活。

高铁连点成网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 18 分，雄安

新区刚刚落成的雄安站内，复兴号高速

动车组 C2702 次列车准时发出，驶向北

京西站。自此，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

运营，北京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紧紧

联在一起。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雄安新

区融入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实现了雄安

新区与北京、天津的半小时交通圈。”雄

安高铁公司雄安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政

说，开通后，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

旅行时间 50 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

间最快19分钟可达。

除了京雄城际之外，京津冀的“高铁

名单”还有一长串：京津城际延长线、石

济高铁、京张高铁、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

段……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高铁逐步连点成网，京津冀半

小时、一小时交通圈已初具规模，让空

间上的“一体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

城化”。

普速串联成环

在京津冀区域内高铁逐步成网的同

时，普速铁路也在快速发展。

为 盘 活 区 域 内 既 有 铁 路 线 路 资

源，铁路部门打通河北省邯郸、邢台、

衡 水 、沧 州 、唐 山 、承 德 、保 定 、定 州 8

个地市级城市与北京、天津和省会石

家庄之间的地理阻隔，以石家庄、邯郸

为 支 点 ，开 行 4 对 环 绕 京 津 冀 的 普 速

环形列车。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环形普速列车的开通，不仅实现

京津冀区域内主要地市级城市之间的有

效串联，也为目前尚未开通高铁线路区

域的地市级城市民众提供了就近通过北

京、天津和石家庄一次性换乘高铁的良

好出行体验。

未来出行更美好

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蓝图

上，京唐城际、京滨城际、津兴铁路等多

条高铁的建设正在不断

推进，石雄城际、雄忻高

铁、雄 商 高 铁 等 多 条 铁

路的建设审批通过……

1 月 7 日，一列崭新的 CR400AF－G

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列车呼啸驶过京哈

高铁北京至承德段，预示着京哈高铁进

入全线开通倒计时。

京哈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即将开通运营的最后一段

北京至承德段，将承德市拉进首都 1小时

交通圈。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铁路部

门在不断完善路网结构，全力打造互联

互通、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目前，北

京、石家庄、天津、廊坊、沧州等城市间开

行了朝夕通勤早晚动车组。

展望未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在高铁、

城际、普速、市郊等列车开行的基础上，

根据早晚高峰客流需求，进一步优化京

津冀地市级以上列车开行方案，增开热

门方向城际列车，充分满足民众出行需

要，打造出行美好生活。

文/樊 曦 岳 阳 周 圆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纵横铁路网 畅行京津冀
——京津冀城际铁路建设综述

开栏的话 开天辟地，不懈奋斗，中国共产
党阔步走过百年征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
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
难中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
界谋大同，带领中华民族摆脱积贫积弱、受人欺
凌的落后局面，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康庄大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即日起，本报推
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系列报道，探访铭
载史册的红色印记，再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
吹响启航新征程的嘹亮号角，展望新时代中国
梦更加美好的明天。 （详见六至七版）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0

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经初步核

算，202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159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2.3%。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表示，我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

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交出了一份

让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

的答卷。这些成绩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外

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取得

的，来之不易，成之惟艰。

主要目标完成好于预期

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由

负转正、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

四 季 度 增 长 6.5% ，全 年 经 济 增 长

2.3%——2020 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经过

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国率先控制住

疫情，率先复工复产，预计将成为全球

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宏观调

控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好于预期。”宁

吉喆表示，经济增长指标恢复至常态

水平，2020年第四季度 GDP同比增长

6.5%，比上年同期高 0.7 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1%，比上年

同期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 1186万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2.5%，低于3.5%左右的预期目标。

综合国力持续增强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 万亿元大

关意味着什么？宁吉喆表示，这意味

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标志性意义。

综合国力持续增强。2000 年，我

国经济总量迈上 10万亿元台阶，2012

年突破 50 万亿元，2020 年又突破 100

万亿元。20 年内，经济总量规模扩大

至10倍，成就举世瞩目。

科技实力不断进步。重大科技成

果持续涌现，科技创新日趋活跃，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济实力显著提升。2020 年，粮

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持续居世界第

一位。220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 11年

居世界第一位。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

近4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超过55万

亿元，这将助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

优势进一步发挥。

有基础有条件延续稳
健复苏态势

宁吉喆表示，2021 年，我国经济

有基础也有条件延续稳健复苏态势。

虽然当前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压力仍然较大，但我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且正在显

现——

一是物质基础雄厚。我国粮食总

产量连续 6年超过 1.3万亿斤，工业增

加值超过 30 万亿元，交通通信、能源

水利保障作用增强。

二是产业体系完整。我国已建成

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

门类的国家。

三是市场空间广阔。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的优势明显，随着人均收入水

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将拉

动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区域经济结

构调整升级，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内

生动力。

四是科技实力强大。我国科技创

新日趋活跃，研发投入总量已达世界

第二，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专利申

请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

五是人力资源丰富。我国劳动力

供给规模居世界前列，16岁至 59岁的

劳动年龄人口近 9亿，技能人才达到 2

亿人，研发人员总量也居世界首位。

刚刚过去的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极

其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劈波斩浪、砥砺前

行，预计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据国

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2.3%，总量规模已达 1015986 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

关，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开启了意义非凡的新征程。

这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民勠力同心、奋勇拼搏取得的难能可贵的重要成果，交

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数据显示，支撑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的核心动力源

自实体经济。过去一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比

上年增长 3.0%和 2.6%，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面对

疫情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等多重影响，我国基本

经济制度坚如磐石的强大内力，更加令人信心倍增。构成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各类型企业中，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

业表现尤为抢眼，分别增长 3.0%和 3.7%，高于整体 2.8%的

增速。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印证。

2020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

年增长7.1%、6.6%，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个、3.8个

百分点。其中，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微型计

算机设备同比分别增长19.1%、17.3%、16.2%、12.7%。

从中可见，壮大实体经济基础、坚定不移完善基本经济

制度，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这是我们确保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底气和

后劲。

不仅于此。2020 年的成绩单，还体现在紧紧围绕“六

稳”“六保”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上。经过一年的奋斗，全国居

民收入能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这是与百姓息息相

关的民生热点。刚刚出炉的最新数据给出了确切答案：全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 4.7%，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中，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2.56，比上年缩小 0.08。与此同时，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 131.8%。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2020 年，紧

扣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等“六保”任务，千方百计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逆境

中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难能可贵。

迈上新台阶，开启新征程。我们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欢欣鼓舞的同

时，还要时刻保持警醒，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经济持

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