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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

者 潘洁）国家统计局 9日发布新

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

列报告之一。报告显示，75 年

来，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

越。1979年至 2023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9％，远高于

同期世界经济 3％的增速水平。

新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经

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2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 亿

元，到 1978年增加至 3679亿元，

1986年突破 1万亿元，2000年突

破 10 万亿元，2006 年突破 20 万

亿元，此后以每 1 至 2 年便突破

一个十万亿元关口的速度发展，

2020 年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

2023 年超过 126 万亿元，稳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方面，2019年，我

国人均GDP达到 70078元，按年

平均汇率折算为 10158 美元，首

次 突 破 1 万 美 元 ；2023 年 达

89358 元，比 1952 年实际增长 89
倍，年均增长 6.5％。根据世界

银行数据和划分标准，2023年我

国 人 均 国 民 总 收 入（GNI）达

13400 美元，已经由新中国成立

初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

国际影响力方面，新中国

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占世

界比重很小，至 1978 年也仅为

1.7％，居世界第 10 位。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2023 年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

升至 17％左右，1979 年至 2023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

献 率 为 24.8％ ，居 世 界 首

位。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

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

第一大国、商品消费

第二大国以及外汇

储备第一大国。

新华社日内瓦9月9日电（记

者 陈斌杰）世界贸易组织 9 日

发布《2024 世界贸易报告》说，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数字革命

和气候变化正重塑由贸易主导

的发展格局，可能对今后全球

经济融合构成新挑战，同时也

带来一些新机遇。

报告认为，与地缘政治相

关的国家竞争、地区冲突和贸

易制裁等全球趋势，冲击了过

去 3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基

础，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碎

片化；数字革命可能拖累低收

入经济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

导的增长前景；气候变化可能

对各国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带

来更大冲击。

与此同时，报告认为，上

述全球趋势也带来相应的机

遇。比如，发展中经济体可通

过数字化降低贸易成本，转向

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或者把握

全球绿色转型过程中对可再生

资源的需求，从而获得新的发

展机会。

报告认为，国际贸易有助

于缩小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

距，提高全球经济的包容性。

从 1996 年到 2021 年间，贸易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越高，

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就

越快，进一步帮助这些经济体

缩小与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

入差距。

面对挑战，报告呼吁各国

共同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更新

世贸组织规则以满足服务贸

易、数字和绿色经济日益增长

的需求，同时加强国际贸易合

作，将开放贸易与加强职业培

训、提供失业救济金、完善竞争

规则等政策相结合。

在报告前言中，世贸组织总

干事伊维拉强调贸易在减少贫

困和创造共同繁荣方面发挥的

积极作用，呼吁让贸易和世贸组

织“更好服务过去 30年全球化过

程中落后的经济体和民众”。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张

辛欣）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

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强政策引

导，建立健全区域对接合作机制，支

持各地发挥优势、提升承接能力，推

动构建东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格局，

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产业梯度有序转移，是优化

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重要途径，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

需要。我国各地资源要素禀赋不同，

比较优势具有一定互补性，为全国范

围内的生产力优化布局和产业梯度

转移提供腾挪空间。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

示，将持续推进政策、模式和体制机制

创新，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地方立足功

能定位和产业基础，发展壮大特色优势

产业；完善协作机制，推动建立促进产

学研有效衔接、跨区域通力合作的体制

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提升

承接能力，加快配套服务和互联互通基

础设施建设；深化开放合作，支持地方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支持国内企业

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近日，2024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云南）在昆明举行，此次对接

活动聚焦云南特色优势和产业基础，

围绕生物医药、光伏、信息产业等重

点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国家产融

合作平台通过产业转移支持专区，推

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招

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云南产业转移

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 新华社记者 潘洁 韩佳诺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下降 1.8％，国内物价

总体保持基本平稳。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

占比较高。数据显示，8月份，食品价

格环比上涨 3.4％，涨幅比上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2.8％，影响

CPI同比上涨约 0.51个百分点。

“食品尤其是鲜菜水果价格上

涨，带动 CPI 涨幅有所扩大。”国家

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

员刘方说，季节叠加气候因素带动

本轮蔬菜价格上涨。 8 月份，鲜菜

价格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44 个百

分点。

从环比看，受夏季高温及局地强

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鲜菜、鲜菌、鲜

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18.1％、9.8％、

3.8％和 3.3％；猪肉价格上涨 7.3％。

从同比看，鲜菜价格上涨 21.8％，涨幅

比上月扩大 18.5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由上月下降 4.2％转为上涨 4.1％；猪

肉价格上涨 16.1％。

“5 月份以来受出栏量下降等因

素影响，猪肉价格反弹并持续上涨，

8 月份猪肉价格创 2023 年 2 月份以

来的高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

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随

着新生仔猪数量的持续增加，后期

猪肉价格有望逐步回稳。

从非食品价格看，8月份，非

食品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4％
转为下降 0.3％；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个百分点。

非食品中，受国际油价波动

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

3％，同比由上月上涨 5.3％转为

下降 2.7％；临近开学出游需求有

所回落，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分别

季节性下降 5.1％和 0.7％。

8 月份，受市场需求不足及

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等

因素影响，全国 PPI 环比下降

0.7％，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

点；同比下降 1.8％，降幅比上月扩大

1个百分点。

主要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

食品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个行业合计

影响 PPI 同比下降约 1.47 个百分点，

对 PPI的下拉作用比上月扩大 0.74个
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

董莉娟介绍，高耗能行业价格下降是

PPI 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4.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

格下降 2.3％，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

加工业价格下降 2％。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技术密集型

行业价格环比上涨。其中，飞机制造

价格上涨 2.1％，工业机器人制造价

格上涨 0.8％，计算机整机制造价格

上涨 0.4％。

展望下阶段我国物价走势，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应季

果蔬供应总体充足，工业消费品价格

总体稳定，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或相对

有限，综合这三个分类走势看，下阶

段价格水平将保持基本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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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我国CPI继续回升 物价保持基本平稳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政策引导，推动各地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