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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备受瞩目。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 2 个月，随着宏观组合政策效应持续
释放，经济内生动能继续修复，生产需求
稳中有升，发展质量不断改善，经济运行
起步平稳，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前 2 个月，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加上
春节假期有力带动，国民经济起步平稳、
稳中有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
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主要生产需求指
标稳中有升——

从生产看，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比上年 12 月份
加快 0.2 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 5.8%。从需求看，前 2 个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服务零售额
同比增长 12.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比上年全年加快 1.2 个百分点。其
中，民间投资增速由上年全年下降转为增
长，1 至 2 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0.4%，上年全年为下降0.4%。

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进出口较快增
长。前 2 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7%，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0.3%，增速重
回两位数。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由降转涨。1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2月份为5.3%，环比有所上升，但与
上年同期相比，1 月份和 2 月份城镇调查
失业率都下降0.3个百分点。2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1%，同比由上个月下
降0.8%转为上涨0.7%。

1 至 2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技术产业投资和
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9.4%
和 15.1%；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培育。

“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为全
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打下较好基础。”刘
爱华说。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加固

在看到国民经济稳中有升的同时，刘
爱华也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
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外部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还比较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
仍然存在，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加固。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刘爱华
说，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工业生
产增长加快，但当前部分工业企业经营压
力仍然较大，仍面临订单不足、成本上升
等问题。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
年以来，市场销售持续恢复，服务消费潜
力加快释放。“也要看到，恢复和扩大消费
的基础仍待巩固，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有

待进一步提升，供给质量结构仍需优化。”
刘爱华说，要继续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不
断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优化消费环境。

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
整转型中。前 2 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下降9%，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0.6个百
分点。但从销售来看，全国新建商品房销
售 面 积 同 比 下 降 20.5% ，销 售 额 下 降
29.3%。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
依然是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今
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
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发展形势如此概括。

1至2月份，货运量同比增长7.5%，营
业性客运量增长 27.4%；服务业景气度连
续 2 个月回升……刘爱华说，随着经济内
生动能逐步修复，人流、物流要素流动更
加活跃，有利于经济循环逐步改善。

推动经济持续向好、行稳致远

“1 至 2 月份主要指标在全年中占比
相对较小，后期经济走势还需进一步观
察。”刘爱华说，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积极应对困难挑战，推动经济持
续向好、行稳致远。

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定为5%左右。刘爱华说，党中央、国
务院已经对今年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
了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提出发行超长期

特别国债等增量举措，加上前期实施的降
准降息、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持续发挥，
将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作为促投资扩消费的重要抓手，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迎来了新
部署。国务院日前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
了5方面20项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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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
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
任务首位。

“哪里能出现新质生产力，投资就要
投到哪里，宏观政策就要转向哪里。比
如，当前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投
融资尤为重要，要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持投资强度、解决制度性障碍，不断释
放发展潜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
长刘俏说。

浙江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以新技
术激发新活力；辽宁着力做强做大船舶与
海工装备等 12 个优势产业集群；安徽推
进布局前沿技术、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
化率……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正在
累积增强，加上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条件
有支撑，经过努力可以实现。”刘爱华说。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唐诗凝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起步平稳 回升向好
——聚焦前2个月中国经济运行态势

3月18日拍摄的中国跨境电商“人才+金融”的新机遇及挑战论坛现场。
当日，第四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在福州举行，共吸引全球30多个跨境电商平台、全国80多个出口型产业带和110

多个城市的1500多家参展商。
本届展会设有跨境电商供货商展区、平台展区、服务商展区、产业带及综试区展区、东盟国家专区、展会高峰论坛及

配套活动专区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业客商，以及印尼、越南、西班牙、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等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的采购商齐聚福州。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
（记者 戴小河）中国海油 18
日宣布，我国渤海中北部海
域再获亿吨级大发现——秦
皇岛 27-3 油田，探明石油地
质储量 1.04 亿吨，这是该海
域时隔 10 年再次获得重大油
气发现，对进一步夯实我国
海上油气资源储量具有重要
意义。

秦皇岛 27-3 油田位于渤
海中北部海域，西距天津市约
200 公里，平均水深约 25 米。
经测试，该油田单井日产原油
约 110 吨，展现出较好勘探前
景。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副总
经理周家雄介绍，秦皇岛 27-3
油田的发现是渤海浅层岩性勘
探思路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其
所在的石臼坨凸起，是渤海油
田早期勘探的主战场之一。科
研人员结合大量已钻井资料及
实验，通过扎实开展沉积、地球
化学等基础研究，锁定石臼坨
油气富集的复杂走滑断裂带，
实现勘探老区再获亿吨级油田
的重大发现。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
贵表示，秦皇岛 27-3 油田是 2019 年以来
渤海油田发现的第 6 个亿吨级油田，该发
现进一步证实渤海复杂走滑断裂带广阔的
油气勘探前景，将为我国海上油田的开发
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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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18
日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
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7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
1.76亿人。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全面通水。截至18日14时，在调入北方的700亿
立方米南水中，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北京、天津、河
南、河北调水 625.93 亿立方米，东线向山东调水
67.77亿立方米，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向黄河以北
供水6.30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
中、东线一期工程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
域。北调的南水保障了受水区群众的饮水安全，促
进了受水区产业结构调整，支撑沿线地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目前，南水占北京市城区供水量70%以上，几乎
占天津市主城区供水量的100%，占郑州市中心城区
供水量90%，占石家庄市城区供水量75%以上。

同时，南水北调工程助力沿线地区河湖生态环
境复苏。统计显示，中线累计向北方50多条河流进
行生态补水，补水总量近100亿立方米，华北地区一
大批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东线沿线调蓄湖泊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两次助力
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
井书光介绍，近年来，南水北调集团大力推进数字孪
生南水北调和水网智能化建设。中、东线一期工程
已经初步构建起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
功能的数字孪生南水北调工程体系。

“数字孪生赋能，南水北调工程运行管理如虎添
翼，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
大幅度提升。”井书光说。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18日电（记者 王存福）3
月18日，博鳌近零碳示范区运行启动会在海南琼海
博鳌东屿岛举行，标志着这个由住建部和海南省政
府共建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示范区进入了近零碳
运行阶段。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立足
“热带海洋性气候”和“建成区绿色降碳更新改造”，
通过集成应用能源、建筑、交通、废弃物处理等多领
域深度减排技术，新建林业碳汇等高质量碳抵消措
施，综合利用管理、市场等手段，开展管理机制的创
新实践，在能效提升、能源种类、能源结构三方面，实
现新能源发电与用电自平衡。

据介绍，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在体制机制创新、技
术措施集成、政策标准引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目前示范区已完成8大类18个项目的建设任
务，实现了用电自平衡，进入近零碳运行阶段。

自2022年以来，住建部与海南省决定利用三年
时间（2022至2024年），共同建设海南博鳌近零碳示
范区，使之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技术和实践的窗口。

日前，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的创建成果得到了德
国能源署零碳运营区域认证，通过了第三方碳评估
认证机构认证评估，达到了《零碳建筑技术标准》中

“近零碳区域”的指标要求，并获得了住建部、国家能
源局等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的认可，以及全国典型
案例、优秀示范项目等荣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表示，通过
一系列建设工作，1.92平方公里的示范区，二氧化碳
排放量从 2019 年（基准年）的 1.22 万吨/年，降至目
前的470吨/年；未来可通过加强上岛燃油车管理和
碳抵消的方式进一步降低。其中，建筑及市政基础
设施用能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从1.1万吨/年降至趋
近于 0。实现了当初制定的“近零、两降、六个
100%”的创建目标。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
调水700亿立方米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