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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 3 月 17 日电
（记者 李文昕）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经合组织）17日发布中

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5 年

和 2026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1％
和 3.0％，较去年 12月的预测值

分别下调 0.2和 0.3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下调原因包括

国家间贸易壁垒增加，以及地

缘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

和家庭支出造成压力。当前全

球依然面临重大风险，全球经

济进一步分化。贸易壁垒增加

幅度更大、范围更广，将打击全

球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胀。同

时，高于预期的通胀将促使货

币政策收紧，并冲击金融市场。

报告预计，美国经济 2025
年和 2026年将分别增长 2.2％和

1.6％，较此前预测分别下调 0.2
和 0.5 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

2025年和 2026年分别增长 1.0％
和 1.2％，均较此前预测下调 0.3

个百分点。

报告还预计，

二十国集团国家总体

通 胀 率 将 从 2024 年 的

5.3％降至 2025 年的 3.8％和

2026 年的 3.2％。其中，发达经

济体的核心通胀率预计从 2024
年的 2.7％ 下 降 到 2025 年 的

2.6％和 2026 年的 2.4％，半数

以上的发达经济体 2026 年核

心通胀率仍将高于目标水平。

美国 2025 年和 2026 年总体通

胀 率 预 计 分 别 为 2.8％ 和

2.6％，较此前预期分别上调

0.7和 0.6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不确定性加剧

以及贸易成本上升可能推高工

资和价格压力，各国央行应对

此保持警惕。此外，各国需要

遵守财政纪律以确保债务可持

续性，保持政府应对未来冲击

的能力。

经济运行起步平稳

今年以来，随着各项宏观政策继续

发力显效，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上年四季

度以来的回升态势，起步平稳。

从生产端看，1至 2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比上年

全年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对工业增

长支撑作用明显。

服务业增势较好，现代服务业较快

增长。1至 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 5.6％，比上年全年加快 0.4 个

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分别增长 9.3％和 8.8％。

从需求端看，市场销售增长加快，

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较好。1 至 2 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3731亿元，同

比增长 4％，比上年全年加快 0.5个百分

点。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显效，限

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

类、家具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

品 零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26.2％ 、21.8％ 、

11.7％、10.9％。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1 至 2 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2619
亿元，同比增长 4.1％，比上年全年加快

0.9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4％。

从就业看，尽管受春节因素影响，

月度间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波动，但就

业基本盘保持总体稳定。1至 2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与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

付凌晖说，前两个月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是在外部不利影响加深、上年同

期基数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非常不容

易，显示出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发展态势向新向好

在外部不利影响加深的背景下，我

国经济不仅保持了总体平稳，发展新动

能也在逐步壮大。付凌晖说，从前两个

月情况看，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产

业发展向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持续壮

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取得新进展。

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比上年全年

加快 0.2 个百分点。国产人工智能大模

型异军突起，“人工智能＋”等创新产品

跑出加速度，带动高端制造快速发展。1
至 2月份，集成电路圆片、工业机器人、动

车组、民用无人机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 19.6％、27％、64％、91.5％。

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从行业

看，前两个月，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1％，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3％。

从产品看，3D打印设备、虚拟现实设备等

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0.2％、37.7％。

5G 规模化应用持续推进，春节期间 5G
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比上年同期

增长 35％，占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

的比重达到 60.9％。

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稳健。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风

力、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10.4％和

27.4％，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

电池、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的

产量分别增长 47.7％、35.4％、51.5％。前

两个月，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0％，

快于全部投资5.9个百分点。

一季度经济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

展望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付凌晖

说，尽管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国内需求偏弱，部

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但我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

富人力人才资源优势明显，有需求升

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广阔增量空

间，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续显效，一

季度经济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的发展态势。”他说。

今年前两个月，生产供给稳定增长、

消费投资稳中有升，主要指标增速多数快

于上年全年，为一季度经济开局奠定了较

好基础。“两重”“两新”政策力度加大，政

策效果继续显现。各地区各部门相继推

出促消费、惠民生“组合拳”，加大稳投资

工作力度，强化项目、资金等要素保障，

国内需求有望逐步扩大。

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楼市

股市出现积极变化。前两个月，房地产

市场继续呈现回稳态势，沪深两市成交

量、成交金额保持较快增长。经营主体

预期继续改善，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明显上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继续处于景气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 5％左右

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全年情况看，我

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具有较多有利

条件。”付凌晖说，我国产业基础坚实，新

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市场需求空间广阔，

消费投资潜力释放有基础；改革开放全面

深化，将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和动力；宏

观政策发力显效，将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此外，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各方面将聚焦重点任务、加大工作力

度，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多支撑。

付凌晖说，实现 5％左右的预期经

济增长，绝非轻而易举，需要付出艰苦

的努力。下阶段，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抓住当前经济回升的时

机，加力落实好各项宏观政策，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大力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

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目标。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起步平稳向新向好
——聚焦前2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新华社记者 潘洁 韩佳诺

今年前2个月我国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如何？实现一季度经济良好开局、实
现全年预期目标有哪些有利条件？

在17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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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西电东送”新通道开建
新华社北京3月 18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电网 3月 18日宣布，大

同—怀来—天津南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工程当日开工建设，这是我国

“西电东送”的新通道，计划于 2027
年 6月建成投运。

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

程起于山西大同，途经河北燕山山

脉和海河流域，止于天津滨海新区，

新建双回线路长度 770 千米。建成

后，华北将新增一条贯通山西、河北

能源基地与天津负荷中心的能源

“大动脉”，进一步完善华北特高压

主网架结构，满足山西、河北电力送

出和天津电网负荷增长需求，全面

提高京津冀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抵

御严重故障风险能力，更好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电网董事长张智刚表示，这

一特高压工程将助力电力保供和区

域协调发展；服务开发利用新能源，

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创新集成应

用新技术，激发投资拉动新动能。

山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

矿产基地，冀北地区新能源资源丰

富，该工程可满足配套煤电和新能源

电力可靠送出，可推动山西、冀北新

能源外送消纳，促进地区优势资源开

发与转化，提升华北区域内部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对于促进山西、冀北地区

加快开发优质新能源资源具有重要意

义。工程建成后，华北区域特高压送

电能力将提高至 2100万千瓦，将有效

优化华北负荷中心能源供应格局，提

高环首都经济圈电力供应能力。

截至 2024 年底，国家电网已建

成“22 交 16 直”38 项特高压工程，形

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特高压输电网络，

为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