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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

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

保障有力有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1260582亿元，

比上年增长5.2%。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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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8.3%，第三产业增

加值比重为 54.6%。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4.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 1.5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向下

拉动国内生产总值 0.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二季度增长 6.3%，

三季度增长 4.9%，四季度增长 5.2%。全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89358元，比上年增长5.4%。国民总收

入[3]12512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全员劳动生

产率[4]为161615元/人，比上年提高5.7%。

年 末 全 国 人 口 [5]140967 万 人 ，比 上 年 末 减

少 208 万 人 ，其 中 城 镇 常 住 人 口 93267 万 人 。

全年出生人口 902 万人，出生率为 6.39‰；死亡

人 口 1110 万 人 ，死 亡 率 为 7.87‰ ；自 然 增 长 率

为-1.48‰。

年 末 全 国 就 业 人 员 74041 万 人 ，其 中 城 镇

就业人员 47032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

63.5%。全年城镇新增就业[7]1244 万人，比上年

多增 38 万人。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值 为 5.2% 。 年 末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为

5.1%。全国农民工[8]总量 29753 万人，比上年增

长 0.6% 。 其 中 ，外 出 农 民 工 17658 万 人 ，增 长

2.7%；本地农民工 12095 万人，下降 2.2%。

全 年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比 上 年 上 涨 0.2%。 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3.0%。工业生产者购

进 价 格 下 降 3.6% 。 农 产 品 生 产 者 价 格 [9] 下 降

2.3%。12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的 城 市 个 数 为 20 个 ，持

平的为 2 个，下降的为 48 个；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 同 比 上 涨 的 城 市 个 数 为 1 个 ，下 降 的 为

69 个。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32380 亿美元，比上年末

增加 1103 亿美元。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1 美

元兑 7.0467 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 4.5%。

新动能成长壮大。全年规模以上工业[11]中，装

备制造业[12]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为33.6%；高技术制造业[13]增加值增长

2.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15.7%。新能

源汽车产量 944.3万辆，比上年增长 30.3%；太阳能

电池（光伏电池）产量 5.4亿千瓦，增长 54.0%；服务

机器人产量783.3万套，增长23.3%；3D打印设备产

量278.9万台，增长36.2%。规模以上服务业[14]中，战

略性新兴服务业[15]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7.7%。

高技术产业投资[16]比上年增长10.3%，制造业技术改

造投资[17]增长 3.8%。电子商务交易额[18]46827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9.4%。网上零售额[19]154264亿元，

比上年增长11.0%。全年新设经营主体3273万户，

日均新设企业2.7万户。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步伐稳健。年末全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比上年末提高0.94

个百分点。分区域看[20]，全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

652084亿元，比上年增长 5.4%；中部地区生产总值

269898亿元，增长4.9%；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69325

亿元，增长5.5%；东北地区生产总值59624亿元，增

长4.8%。全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104442亿元，比

上年增长5.1%；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584274亿

元，增长5.5%；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总值305045亿

元，增长 5.7%。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

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全年全国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21]与上年持平。水电、

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 31906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7.8%。在监测的 339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 59.9%，

未达标的城市占 40.1%。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

核 断 面 中 ，水 质 优 良（Ⅰ～Ⅲ类）断 面 比 例 为

89.4%，Ⅳ类断面比例为 8.4%，Ⅴ类断面比例为

1.5%，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7%。

二、农 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1897 万公顷，比上年增

加 64 万公顷。其中，稻谷种植面积 2895 万公顷，

减少 50 万公顷；小麦种植面积 2363 万公顷，增加

11 万公顷；玉米种植面积 4422 万公顷，增加 115

万公顷；大豆种植面积 1047 万公顷，增加 23 万公

顷。棉花种植面积 279 万公顷，减少 21 万公顷。

油料种植面积 1392 万公顷，增加 78 万公顷。糖

料种植面积 142 万公顷，减少 3 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 69541 万吨，比上年增加 888

万吨，增产 1.3%。其中，夏粮产量 14615 万吨，减

产 0.8%；早稻产量 2834 万吨，增产 0.8%；秋粮产

量 52092 万吨，增产 1.9%。谷物产量 64143 万吨，

比上年增产 1.3%。其中，稻谷产量 20660 万吨，

减产 0.9%；小麦产量 13659 万吨，减产 0.8%；玉米

产量 28884 万吨，增产 4.2%。大豆产量 2084 万

吨，增产 2.8%。

全年棉花产量 562 万吨，比上年减产 6.1%。

油料产量 3864 万吨，增产 5.7%。糖料产量 11504

万吨，增产 2.4%。茶叶产量 355 万吨，增产 6.1%。

（下转第十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国家统计局

2024年 2月 29日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我国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

年。回望这一年，国际环境变乱交织，国内多重

不利因素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

顶住压力砥砺前行，总体恢复向好，主要预期目

标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2023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记录了过去一年全国

各族人民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的奋斗历程，展现

了中国经济承压前行、波浪式发展的奋进轨迹，

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夯基蓄能、稳中有进的生动

图景。

一、夯实“稳”的基础，中国经济
顶住多重压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全球通

胀水平仍处高位，主要经济体紧缩货币政策的外

溢效应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等

风险上升，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

复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

经济恢复进程波动曲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各

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着力扩内需、提信心、防风险，系统打出一套政策

组合拳，国民经济恢复向好。

经济增长企稳回升。2023 年，我国经济总量

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26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5.2%，实现了 5%左右的预期目

标。四个季度 GDP 同比分别增长 4.5%、6.3%、

4.9%、5.2%，呈现前低、中高、后稳态势。从相关

实物量指标看，我国发电量比上年增长 6.9%，能

源消费总量增长 5.7%，货物运输总量增长 8.1%，

5.2%的经济增长具有坚实支撑。纵向比较，5.2%

的经济增速比上年加快 2.2 个百分点，也快于疫

情三年 4.5%的平均增速。横向比较，我国经济增

速明显快于美国 2.5%、欧元区 0.5%、日本 1.9%的

经 济 增 速 ，对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有 望 超 过

30%，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财

富之源。党中央明确提出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

度通盘考虑，及时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落实

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就业形势总体改善。2023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比上年下

降 0.4 个百分点，低于 5.5%左右的预期目标，分季

度看总体平稳回落；城镇新增就业 1244 万人，比

上年多增 38 万人。就业形势改善，主要得益于经

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效应、服务业较快恢复的带动

效应，以及稳就业政策的支持效应。2023 年，我

国可比价经济增量超过 6 万亿元，为就业规模扩

大提供了坚实支撑。服务业特别是接触型聚集型

服务业较快恢复，对就业带动明显增强。2023 年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4.6%，比上年提高

1.2个百分点，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在看到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的同时，也要关注到就业结构性问

题，采取更有针对性举措加以解决。

核心 CPI 基本平稳。2023 年我国居民消费

价格（CPI）比上年上涨 0.2%，保持了温和上涨态

势，低于美国 4.1%、欧元区 5.4%的涨幅，与主要

发达经济体饱受高通胀困扰形成鲜明对比。近

几个月，CPI 同比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 2022 年

俄乌冲突等一些非经济、非常规因素导致食品和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2023 年转为下降，对整体

CPI 影响较大。而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保持总体稳定，比上年上涨 0.7%，其中服务价格

上涨 1.0%。近期，在春节假日带动下，居民消费

需求增加，旅游出行、文体娱乐等服务消费较为

活跃，有望带动居民消费价格逐步企稳回升。

国际收支保持平衡。2023 年，我国加力巩固

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外贸顶住

压力、促稳提质，展现了较强的韧性和国际竞争

力。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41.8 万亿元，在高基数

基础上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出口增长 0.6%，横向

比较好于主要外向型经济体，国际市场份额保持

稳定。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产业链更长、附加值

较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提

升至 64.8%。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也为外汇储备规

模 保 持 稳 定 提 供 了 支 撑 ，年 末 外 汇 储 备 余 额

32380 亿美元。

二、积蓄“进”的动能，中国经济
在爬坡过坎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观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中国经济，既要看

“体量”，更要看“体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过去一年，全国上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动摇，

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动能上下更大功

夫，不仅守住了宏观经济“稳”的基本盘，更在坚

定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了“进”的新空间。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各地区

各部门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扎实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壮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加快培育，2023 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比

上年增长 3.8%，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 15.7%、33.6%。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电子商

务交易额比上年增长 9.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1.9%。现代化基础设

施更加完善，新建高速铁路 2776 公里，年末 5G

基站数达 338 万个。

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我国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投入稳步增长，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能力实现新提升。2023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3.3

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 2.64%，其中基础

研究经费支出增长 9.3%。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

邮轮、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等“大国重器”亮点纷

呈，彰显中国创造硬核实力。发明专利平稳增

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超过

四成。

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我国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提升了发展的“含绿量”和增长的“含金量”。

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发展，清洁能源

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 26.4%，比上年上

升 0.4 个百分点。绿色低碳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规模以上工业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充电

桩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30.3%、28.7%、36.9%，“新

三样”产品出口突破万亿元大关。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不断加强，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400 万公顷，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3 万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大力推动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有效提

升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2023 年新设经营主

体 3273 万户，日均新设企业 2.7 万户。民营经济

活力不断释放，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

比重提升至 53.5%。在全球贸易低迷、经贸摩擦

频发的大背景下，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了

更多机遇。2023 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提升至 46.6%。对外

开放新平台加快构建，自贸试验区进出口额占进

出口总额比重提升至 18.4%。

三、巩固“好”的势头，社会民生
事业取得新进步

当今世界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既处于发展关键期，又

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面对复杂局面，我国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着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

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增强安全保障能力，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

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各地区各部门多渠

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织密织

牢社会保障网，让高质量发展更有温度和厚度。就

业形势改善、服务业较快恢复，带动居民收入恢复

性增长。2023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

际增长 6.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

至2.39。“国货潮品”“冰雪文旅”等商品和服务受到

广大群众热捧，较好满足了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

2023 年 ，居 民 人 均 服 务 性 消 费 支 出 名 义 增 长

14.4%，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17.6%；居民恩

格尔系数为 29.8%，比上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社

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民生兜底保障加强，年末

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

年末增加1336万人、566万人、1054万人。

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提升。我国大力发展教

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着力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美

好生活品质。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

教育普及水平继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为 95.7%、91.8%，均比上

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不

断提升，年末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

分别增加 45 万张、81 万人。文化和体育设施日

益丰富，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分

别达 3309 个、3508 个、4154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 2.89 平方米。

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各地区各部门持续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2023 年，脱贫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

8.4%，快 于 全 国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增 速 0.8 个 百 分

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村容村貌得到

改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3%，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90%，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 470 万公里，

农民生活便捷性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稳步

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 66.5%，助力

乡村消费新业态较快发展。

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加强。我国持续抓好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增产，有效克服多重自然灾

害不利影响，粮食总产量达 1.39 万亿斤，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

过 490 公斤。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全年新

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574 万公顷，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64 万公顷，更多“粮田”变

“良田”。能源供应稳定增加，基础用能保障有

力。初步核算，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比上年增长

4.2%，原煤产量创 47.1 亿吨的历史新高。安全生

产和防灾减灾力度不断加大，有效应对部分地区

重大洪涝和地震灾害，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四、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
代的硬道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3 年，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

困难，较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发展答卷。同时也要看

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

博弈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外部环境的复杂

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仍处于经济恢

复和转型升级关键期，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

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困难挑战。这些问

题，说到底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解

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握紧高质量发展这

把“总钥匙”。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我们党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

作的规律性认识概括为“五个必须”，特别强调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发展”到

“高质量发展”，从“硬道理”到“新时代的硬道

理”，既有历史渊源的一脉相承，又有与时俱进的

理论跃升，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并抓好贯彻落实。

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从供

给能力看，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和集

成优势突出，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 30%，形

成了 200 多个成熟的产业集群，为快速适应社会

生产力发展变化提供了先决条件。从需求潜力

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

零售市场，不仅消费规模庞大，消费结构也在迭代

升级，旅游、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高品质消费需

求仍在加快释放。从要素禀赋看，我国劳动年龄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1.05年，人才资源总

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

“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化。我国还

是世界第二大“数据富矿”，应用场景丰富，海量的

数据资源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创新能力看，我国前沿科技领域厚积薄发，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约 40 万家，拥有的全球百强科

技创新集群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兴技术正在加快转化应用。更要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当前及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然是战略

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

强于不利因素。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深刻把握“五个必须”的内在逻辑，把

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统筹扩大

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

领域新赛道，推动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攻坚克难回升向好 夯基蓄能向新而行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