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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回升向好 夯基蓄能向新而行

解读来之不易的国家数字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年中国GDP超过126万亿元
本报记者 赵语涵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北京环球
度假区“环球中国年”还在火热进行中
并将持续至3月10日，与此同时，北京
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园区即将推出
多项春季活动，带给游客第一份春日

“惊喜”。
大片世界经典角色和体验返场率

先唤醒春日。经过漫长的冬季，让“岛
民”们惦念了一整个冬天的未来水世
界特技表演已于 2月 14日重新开放。
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扣人心
弦的生死搏斗带来的逼真体验。

即将于3月22日全国上映的电影
《功夫熊猫4》唤醒“IP回忆杀”，游客既
可以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尽头打卡全
新的功夫熊猫阿宝巨型花灯，也可以
前往环球影城首个功夫熊猫盖世之地
景区，重温英雄节的传说。

这个春季，为给游客带去更新颖
和沉浸式的娱乐享受，北京环球度假
区部分人气演出将陆续焕新升级。作
为园区备受欢迎的娱乐演出，3 月 23
日起，“环球流行乐”全新演员阵容将
着活力春装，在焕新的音乐歌单和动
感十足的舞蹈中，带领游客共赴一场
场户外音乐盛宴。

3月 4日至 3月 31日，全新北京环
球影城年卡－轻享限时发售，价格为
人民币 988 元，游客一年可入园日期
不少于 183 天，适用于大部分周一至
周四。凡在年卡有效期结束前 60 天

内续卡的北京环球影城年卡－悠享、
嘉享和臻享用户，均可享受 15%优惠
折扣，并“解锁”402天有效期的超长待
机新年卡（续卡优惠不适用于轻享年
卡）。环球单项优速通折扣、结伴同行
优惠、限定美味尝鲜、臻享卡专属电影
观影、专属实体徽章以及电子徽章也
将上线。

随着一年一度国际妇女节的到
来，北京环球影城将于 3月 7日及 3月
8日限时呈现首个妇女节限定开园仪
式。来自梦工场动画的超人气“女明
星”美美、悍娇虎、费欧娜、仙女教母、
温妮、软爪吉蒂等，将首次在北京环球
度假区限定开园仪式中“集结”，展现

“女性”身份的多元与包容，邀请游客
开启有仪式感的一天。

北京环球影城指定 0.5 日门票将
于 3 月 4 日至 11 日限时回归。此外，
北京环球影城非指定日双次票－大学
生票于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APP及小
程序和官方授权合作伙伴限时售卖，
适用时限覆盖三个月；北京环球影城
指定日家庭票－一大一小将于 3 月 4
日至 24日限时售卖；即日起至 3月 29
日，提前 7 日购买北京环球影城指定
单日门票最高可减50元。

3 月 30 日起，北京环球度假区首
个全新春季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
区春日狂欢”将来袭，呈现燃动春日狂
欢、角色见面会、春日味蕾盛宴等。

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新多项春季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嘉堃）北京时间
昨日凌晨，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
第 234 次世界田联理事会会议上，经
现 场 讨 论 并 投 票 表 决 ，北 京 获 得
2027 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举办权，标
志着该项赛事将在时隔 12 年之后重
回北京。

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表
示：“祝贺北京成功申办 2027 年世界
田径锦标赛。12 年前，在第 15 届世
界田径锦标赛举办期间，我们的运动
员闪耀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中国
拥有超过 14 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
体育市场之一，在中国举办世界田径
锦标赛，将为推动世界田径运动发
展、扩大田径项目粉丝规模带来巨大
机遇。”

世界田联理事、中国田径协会副
主席王楠表示：“感谢世界田联对中国
和北京的认可和信任。中国田径协会
将和北京赛事组委会携手合作，全力
以赴做好赛事筹备工作，确保赛事高
质量举办，努力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

世界田径锦标赛，为世界田径运动的
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表示：“感
谢世界田联对北京市的信任和支持。
继 2015 年第 15 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在
京举办后，北京非常荣幸能够在 2027
年再次举办第 21 届世界田径锦标赛
这 一 世 界 最 高 水 平 的 田 径 盛 会 。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后，北京成为世
界首个‘双奥之城’，体育让北京这
座千年古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非
常期待世界田径大家庭能够再次回
到北京，感受和体验北京的古都风韵
与时代风貌。北京将在世界田联的
指导帮助下，全力做好赛事各项筹备
工作，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非凡的
田径运动盛会。”

世界田径锦标赛由世界田径联合
会主办，是田径项目竞技水平最高、影
响力最大的国际顶级赛事。2027年世
界田径锦标赛赛期预计为 9 天，届时
将有来自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2000名顶尖运动员相聚北京。

北京将举办2027年田径世锦赛
12年后重回北京 双奥之城再添活力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日前，中国
木偶艺术剧院与北京双益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携手打造的全新演艺新空
间——“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双益发演
艺中心剧场”正式亮相台湖演艺小
镇。记者了解到，除了中国木偶艺术
剧院在双益发演艺中心的驻场演出
外，双方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将
新空间打造成为一个集演艺、展示、
教育培训等为一体的充满活力的综
合性文化演艺空间，为观众带来全新
的艺术体验。

发布会上，首场演出大型童话木
偶剧《白雪公主》精彩上演，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与北京双益发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一合
作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进入实质性
阶段。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于 1955 年 5
月成立。每年在北京和全国演出1200
余场，观众达 100 万人次。剧院拥有
100 多部剧目，100 多位木偶传承人。
具有品牌优势、演员资源和丰富的剧
目。双益发演艺中心位于城市副中
心，又是台湖演艺小镇的核心区域，拥
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文化
资源。”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
表示，双方的合作将成为城市副中心
文化领域的新亮点，不仅将为观众带
来高品质的艺术体验，还将为推动文

化艺术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未来，这
里将成为孩子们的梦想之地，为他们
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赵永庄说。

对于此次与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合
作，双益发演艺中心董事长刘广瑞满
怀信心，“双益发演艺中心自获得商演
资质以来，通过近 100场的演出经验，
已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速通道，
此次与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合作，将
极大地丰富周边居民的精神生活，并
为台湖演艺小镇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效
应提供了高品质的内容支持。”

通州区文旅局局长张华表示，近
年来，通州区已成功审批了 12家营业
性演出场所。2023年，通州区共审批
了900余场营业性演出，其中台湖双益
发演艺中心所打造的亲子赛道演出标
杆，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两家
优质演艺单位的联手，将进一步提升通
州区演艺产业发展水平，为通州市民提
供更优质的演出服务，推动北京城市副
中心演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悉，未来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双
益发演艺中心剧场还将上演多部精品
剧目，包括《海底小纵队》《大象来了》

《真假孙悟空》《汗血宝马》《神笔马良》
《大闹天宫》等，全年将演出 100余场。
这些剧目的上演将为副中心的小朋友
们带来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为台湖
演艺小镇注入新的活力。

台湖演艺小镇迎来演艺新空间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亿元，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货物进出口总额41.8万亿元，新设经营主
体3273万户……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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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顶住多重压力实现
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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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经济增
长企稳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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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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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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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报显示，我国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居
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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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新增就
业 1244万人，比上年多增 38万人。我国居民
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 0.2%，低于美国
4.1%、欧元区 5.4%的涨幅；扣除食品和能源的
核心CPI比上年上涨0.7%。

国际收支保持平衡。2023年全年，我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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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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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
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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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
入。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支出 3.3万亿元，与GDP之比达 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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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新设经营主体 3273万户，日均新设
企业 2.7 万户；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
比重提升至 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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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
试验区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提升至
18.4%……公报显示，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社会民生事业取得新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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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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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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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来
运说，也要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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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着力扩
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做
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

“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盛来
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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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
潜力看，我国不仅消费规模庞大，消费结构也在迭代
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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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能力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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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来运说，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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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发展态势
持续向好。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景呈现 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初步核
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60582亿元，比上年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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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顶住多重压力实现量的合
理增长，与此同时，在爬坡过坎中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社会民生事业取得新进步。

横纵比较看5.2%的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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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看待5.2%这一经济增速？盛来运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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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看，2023 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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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驾马车”中，消费成为拉动经济主动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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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动能蓄积提升经济“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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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来运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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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仅守住了宏观经济“稳”
的基本盘，更拓展了“进”的新空间。

新动能不断蓄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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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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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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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统计公报发布了人口数据。2023 年年
末全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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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国人口连续第二年负增长。人口
“拐点”的到来带来什么转变？盛来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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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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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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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保持稳定，2023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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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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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方面，2023 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0.2%。

日前，廊坊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廊坊市发改委主任董
丽萍介绍廊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有关情况。十年来，廊坊全力做好深耕
北京、借势机场、联动雄安“三篇文章”，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
己，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在交
通、产业、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在北三
县、临空经济区（廊坊）等重点地区，京
津廊加快进入“同城时代”。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

十年来，津保铁路、京雄城际、京唐
铁路、津兴铁路相继建成，廊坊境内运
行铁路达到10条，形成“四纵六横”铁路
交通主干路网格局，城际铁路联络线一
期工程、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快线、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3条
轨道交通项目加快建设。在公路领域，相
继建成京台高速、密涿高速、京秦高速京津
接线段、机场北线高速、津石高速、荣乌新

线高速、京雄高速、京德高速等8条高速公
路，形成“六纵七横”的高速公路网布局。
开通6条主线32条支线到北京国贸、望京
等地的“定制快巴”，5条到天津宝坻、蓟州、
武清的跨省公交，固安至丰台的通勤列
车，京津廊加快进入同城时代。

董丽萍提到，廊坊全力构建“京津研
发、廊坊孵化转化”新模式，2014年以来，
累计吸纳京津技术合同4137项，成交额
313.65亿元。截至 2023年底，廊坊引进
京津疏解转移基本单位9097家，居河北
省第一位。

“京标服务”加快覆盖北三县

廊坊北三县邻近北京，具有独特区
位优势，近年来全力推动与北京通州区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北运河京冀段实
现旅游通航，香河县北运河中心码头成
为地标景点，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燕郊中心正持续产出成果。

廊坊市北三县协同发展办公室主

任张忞介绍，近年来，北三县与通州区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北三县与
通州区协同发展“1+5+12”系列规划编
制完成，形成了全域覆盖、分层管理、
分类指导、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连
续 5 年与北京市共同举办项目推介洽
谈会，累计签约 211 个合作项目和事
项，成为廊坊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的重要平台。北运河京冀段实现旅
游通航，燕潮大桥建成通车，厂通路等
4 条跨界道路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北
京实验学校、北京朝阳医院等北京优
质教育医疗资源开展合作，北京环卫、
北京热力、北控水务等京企深度参与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京标服务”
加快覆盖北三县。

现代航空城加速崛起

作为国家发展新动力源的重要支
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之一。随着

优质项目陆续签约入驻，地处京津“走
廊”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廊坊）已成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项目的重要平台。

临空经济区依机场而建、因机场而
兴。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是全国唯一
跨省级行政区域的临空经济区（自贸试
验区、综合保税区），由京冀两地一体共
建、协同共管。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李宁介绍，当地充分发挥临
空区、自贸区、综保区三区叠加优势，全
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产业项目
落地。目前，以国药 CSO、诚融科技
为代表的 6 个项目竣工投产，以南航
产教融合基地、稀土生命科学产业园
为代表的 20 个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吸
引易贝、京东、百洋等 79 家企业集聚
现代商贸物流 CBD。截至 2023 年底，
廊坊片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千
亿元，一座现代化、国际化航空城正在
加速崛起。

“京标服务”加快覆盖 4条跨界道路加紧推进

北三县与通州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李如意

“环球中国年”依旧火热，春日“惊喜”即将推出。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