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4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一位

●●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分别升到比重分别升到1616..33%%、、3434..66%%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838..77%%、、
2222..22%%、、1414..22%%

● 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
年末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7.00%

●●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比上年提高11..88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 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明显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明显
货物进出口总额达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343..88万亿元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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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丁怡婷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4 年中国经
济年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分季
度看，一季度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
度增长4.6%，四季度增长5.4%。从环比看，四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

“2024 年我国经济克服了复杂内外环境带
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顺利实现了主要预期目标
任务，推动了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高质量发展成色十足，成绩实属不易。”在国
务院新闻办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
计局局长康义说。

经济总量首超130万亿元怎么看？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新动能积厚成势

首次超过130万亿元！继2020年、2021年、
2022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120万
亿元之后，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横向比，经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5.0%
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
时，货物贸易、外汇储备、制造业规模居全球第
一，服务贸易、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居全球第二。

纵向看，10多年间，经济总量实现从50多万
亿元到130多万亿元的历史性跃升，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2024年的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

家一年的经济体量。
“经济总量首超130万亿元，意味着经济家

底更加殷实，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
势更加巩固，对世界繁荣发展继续作出积极贡
献。”康义说，2024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48.8万亿元和51.4万
亿元，内需主动力作用持续发挥。

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
峻形势，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很不容易；经济爬
坡过坎过程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同样不
易。

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从嫦娥六号首次月背
采样到“梦想”号探秘大洋，从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运行到CR450动车组
样车发布，2024年，科技创新高度不断刷新。我
国全球创新指数2024年排名升至第十一位，是
十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4年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分别升到16.3%、34.6%，比上年分别
提高 0.6 和 1.0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集成电
路 、工 业 机 器 人 产 品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38.7% 、
22.2%、14.2%。

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年末常住人口的城
镇化率为67.00%，比上年末提高0.84个百分点。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初步测算，2024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
年提高1.8个百分点。

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明显。2024年货物进
出口总额达到43.8万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面对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各方面锚定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
升级，经济结构在向优、动能在向新。”康义说。

一揽子政策效果如何？

有效提振社会信心，促进经济明显回升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2024年二季度、三季度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度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的局面。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因时因势
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有效提振社会信心，
促进经济明显回升。

康义介绍，初步核算，2024年四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5.4%，比三季度加快0.8个百分
点，为顺利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作出了决
定性贡献。

尤其从12月份的主要指标看，经济回升态
势更加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
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6.2%、
6.5%、3.7%，比上月分别加快0.8、0.4、0.7个百分
点。其中，工业增速是下半年以来最高，服务业
生产指数增速是全年最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
销率也升至98.7%的高位水平。

2024 年，多个部门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

融等政策，打出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
贷利率等政策“组合拳”，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积极
变化。四季度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
分别增长0.5%、1.0%，扭转了之前连续下滑的态
势；房价逐步回稳。

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的同时，就业优
先政策持续发力，促进2024年就业形势保持总
体稳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2024 年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
点。下阶段，要把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
更突出位置，实施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
层和中小企业的就业支持计划，促进重点群体就
业，保证就业大局的总体稳定。

今年经济发展前景怎么判断？

积极因素累积增多，还需付出努力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经
济工作意义重大。如何判断今年的经济发展前
景？

应当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在
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
众就业增收承压，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推动经济
回升向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但是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
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
变，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势也没有变，有利条件
强于不利因素，发展的‘时’和‘势’依然占优。
我们对中国 2025 年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康
义说。

经济向好发展积极因素累积增多。2024
年，平均每天生产8万多辆汽车、340万台智能手
机，寄送超过4.7亿件快递，中国市场的活力有目
共睹。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经济体量、市场
容量都很大，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也很强，供
给和需求两侧都能够支撑国内大循环，这是我国
经济行稳致远的基本依托。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壮大。我国正处在
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一些传统动能比如房地
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在下降；但又有一些新
兴动能比如数字经济，占比持续提高，为拓展新
空间、开创新机遇增添了更多可能。

一揽子政策效果将不断显现。面对外部环
境的复杂变化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25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首就是全方位扩大国
内需求。康义介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两新’
政策”“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等，这些政策
的落实将有效激发内需潜能，特别是提振居民消
费，为今年经济稳定运行、向好发展提供更强的
需求动力。

深化改革开放将增强发展活力。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和外部
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相关改革举
措稳步落地，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
和增强经济活力。接下来，要通过改革发力、政
策给力，把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
局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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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五，高质量发展成色十足

一份实属不易的经济年报

■ 经济日报记者 熊丽

研读2024中国经济年报，可以看到“稳”是
主基调，“进”是大方向。

面对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各地区各部门锚
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不动摇，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
焕新升级，经济结构在向优、动能在向新。“经济
爬坡过坎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国
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

中国经济活力澎湃

在中国，一天可以发生什么？
2024 年，每天有 8 万多辆汽车下线、340 万

台智能手机被生产出来、超过4.7亿件快递在寄
送……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善
的基础设施、强大的创新能力，激荡起中国经济
的澎湃活力。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14亿多人
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1.8亿多户经营主体，是
全球超大规模且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随着“两
重”建设、“两新”工作等重大举措加快推进，内需
潜力不断释放，规模经济优势持续巩固。2024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分
别达到48.8万亿元和51.4万亿元。

安全发展的根基筑得更牢固。2024 年，我
国粮食产量首次站上1.4万亿斤新台阶。能源产
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
增强。我国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稳步提升。房地产市场出
现积极变化，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得到有效缓解和管控。

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2024年各地区
各部门深入落实惠民举措，更大力度稳就业、促
增收。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5.1%，比上
年下降0.1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

增长 5.1%，与经济增长同步。脱贫人口务工规
模连续4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
措施“清零”，服务业扩大开放稳步推进，“免签朋
友圈”持续扩容，“China Travel”全球圈粉。2024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3.85万亿元，同比
增长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

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我国首艘大洋
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
建成并首发成功——中国科技不断拓展新高度。

全球最快高速列车CR450动车组样车正式
亮相，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00万辆，手机产量
全年超过16亿部——中国产业发展跑出“加速
度”。

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正在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最大增量”。2024年，我国积极推动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稳步发
展。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24 年，我国全
球创新指数排名升到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
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68%，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

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2024 年，我国加快
推进工业领域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制造业技改
投资比上年增长 8%，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速。
作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重点领域，原材料工
业、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在稳步提升，绿色数字转
型在加快。

新兴产业塑造新优势。2024 年，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8.9%，其中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增加值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以高端装备、人工

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态势向好，产业
体系的新支柱正在逐步形成。

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量子科技、低空经
济等正在加快走向现实，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
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运行，人形机器人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

数字经济赋能千行百业，成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2024年，规模以
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规模以
上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10.9%，数字消费新模式新场景不
断拓展，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6.5%。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截
至 2024 年 11 月末，我国 5G 基站数达到 419 万
个；“东数西算”首条400G全光省际骨干网正式
投入商用，搭起了高速算力通道。

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有力有效的宏观调控，为中国经济稳中有
进提供了坚实保障。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温彬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平稳收官，一揽子
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效果释放是主要原因，同
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在基本面
支撑和政策面呵护下，2025年中国经济仍有望
保持回升向好势头。

“2025年，我国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
政策助力经济回稳向好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
彦斌表示，要增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
策的取向一致性，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
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筑更高水平的供需动
态均衡。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认为，展望2025年，中国经济仍有多方面有利条
件和支撑。一是创新引领力，生产要素正在加快
向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汇聚。二是内

需主动力，在尽可能稳住外需支撑力的同时，把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释放出来。三是改革
激活力，我国正加快落实各项改革举措，引领新
动能发展。四是安全保障力，扎实做好布局“两
重”工作，引导有效投资，为未来安全能力提升提
供有力支撑。

这些天，各省份两会正在陆续召开，这也是
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新质生产力、

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开放等成为高频
词，新一年各地高质量发展的“施工图”逐渐明
晰。

“稳”有支撑，“进”有动力。我国经济基础
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积极因素不断增多，需求升级、结构升级、动能升
级将拓展更多增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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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有支撑“进”有动力

这是靠泊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科考码头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2024年11月17日摄，无人机照
片）。 ■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 陆何

2024 年，我国经济总量逾 134.9 万亿元，
同比增长5.0%。高基数上实现历史性跃升，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自2012年突破50万亿元以来，我国经济
每年增量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体
量，可谓底盘稳、动力足、“续航能力”强劲。

高挑战下实现高质量发展，难能可贵。
在去年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形势
下，我国平常的一天，就有8万多辆汽车下线、
340万台智能手机出厂，彰显新质生产力的脉
动、新消费群体的崛起，展现统一大市场的生

机活力。
勇于正视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善于攻坚

克难，这正是中国经济的韧劲与底气。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025年新篇已启。
开年即开跑，新年气象新。看生产，企业

车间马力全开赶订单，奋战“开门红”。看消
费，买年货、玩冰雪、尝新品，冰雪经济、首发
经济火热……

山更高、路更险，但时与势依然在我。不
是因为风和日丽才选择了远方，而是矢志前行
才踏平了坎坷。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所
有艰辛的付出都将继续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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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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