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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中国经济
走势如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潘洁 胡旭 韩佳诺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949746
亿元，同比增长 4.8%，其中三
季度GDP同比增长4.6%。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环境，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部分
指标有所波动。如何正确看
待当前中国经济走势？国新
办 1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释
放出重要信息。

总基调和大趋势怎样？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发布会上说，尽管二
季度和三季度增长略有波动，但是从累计看，国民经济
运行稳的总基调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大
趋势没有变。

观察经济运行稳不稳，主要看四大宏观指标，即经
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状况。

盛来运介绍，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8%，其中一
季度增长 5.3%，二季度增长 4.7%，三季度增长 4.6%。
这些指标波动幅度并不大，而且是在预期目标附近。

“经济运行是总体平稳的。”
看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前三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3%、3.4%。在全球贸易保护加剧、主要市场增长动能
偏弱的背景下，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达32.33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32万亿元，同比增长5.3%。

再看就业和物价。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上半
年扩大0.2个百分点。数据的“一降一升”，显示指标总
体改善。

最后看国际收支。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3164亿美元，比上月末增加282亿美元。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看，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
步提升。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9.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3.3个百分点，创新动
能不断迸发；制造业增加值占比、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
持续提升，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向协调发展
方向持续迈进；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
为代表的绿色产业产量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我国与
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其中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0941元，同比名义增长5.2%。

“从这几个维度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保持量的合
理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发展的结构在优化，质量在提
升，稳中有进的大趋势没有变。”盛来运说。

经济运行情况如何？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
加速落地，增发国债正在加快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陆
续下达，各地陆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措施……随着一系
列政策举措持续落地，经济向好因素累积增多。

从生产端看，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5.4%，比8月份回升0.9个百分点，工业增速下滑4个
月后首次止跌回升；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5.1%，比8月
份提升0.5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看，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3.2%，比8月份提升1.1个百分点。其中，汽车类、家
具类等零售额增速均由负转正，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当月零售增长20.5%，比8月份大幅加快17.1个百分
点。

“9月份国民经济出现积极变化，多数指标边际改
善，经济运行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盛来运说。

在“两新”政策的带动下，前三季度，船舶及相关装
置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0.5%、19.8%、12.9%；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4%；设备工器具购置
投资同比增长16.4%，比全部投资快13个百分点，拉动

全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
市场预期也在逐步改善。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49.8%，比 8 月份提升 0.7 个百分点。其
中，生产指数是51.2%，提升1.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对10万家大型企业进行的经营调查显示，预期四季度
经营状况乐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环比提升1.3
个百分点，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

此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活力也在增强。前
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面积、销售金额降幅均
有所收窄。国家统计局9月下旬对70个大中城市开展
的月度房价问卷调查显示，预期未来半年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的受访从业人
员占比分别为58.3%和45.4%，比上月分别提高10.0个
和6.5个百分点。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这些变化还是初
步的，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盛来运说，下一
阶段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
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向好。

如何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距离年底还有两个多月时间，中国经济能否顶住
压力、向前冲刺，实现全年目标？

“从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增量政策的实
施效果情况看，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有利条件在增加，
实现5%左右预期目标的信心在增强。”盛来运说。

信心源自政策“组合拳”加速落地集聚的势能，更
源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潜能。

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全
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

“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
增量政策”。

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
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
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的一
揽子增量政策正式对外公布。

盛来运说，一揽子增量政策不仅发力解决当下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稳定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推动结构优
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第一次将

“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等写入法
律，明确“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
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

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
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部署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在有序推进落实。

“总量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政策会相互
配合、产生合力。”盛来运说。

在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
看来，一揽子增量政策的五个方面直面问题、解决问
题，环环相扣、形成合力。“这些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各部
门举措不只聚焦在某一问题，而是每一个问题都有若
干个部门的举措一起在发力，而且是同向发力。这是
政策系统性、综合性、集成性的体现。”

汇聚政策合力，更要狠抓政策落实，将政策红利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

“希望各地抓紧出台相应的细则，加力落实中央已
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使这些政策能够释放出更大
的潜能，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盛来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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