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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中国经济交出亮丽答卷
——— 极不平凡的一年，从GDP首破百万亿看经济大势

1015986亿元！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数据，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2 . 3%。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疫情让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中国一路“乘风破浪”，成为

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1952年的679亿元到如今超百万亿元规模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

跨越，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个“100万亿”，是14亿人一起干出来的！
此刻的你，也许是正在前线的白衣战士，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是寒风中手持测温

枪的志愿者，是流水线上组装零件的工人。
一个个平凡的“你”，挺身而出，拼尽全力，按下了中国经济复苏的“快进键”。
展望未来，“考卷”难度不小。直面挑战，更要满怀信心。着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已经“动起来”。
无畏无惧，大步前行！踏上新征程的中国经济必将乘风破浪、继续前行，为世界经济注入持

久动力。

这个“100万亿”

是14亿人一起干出来的！

综合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15986
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2 . 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 . 8%，二季度增
长3 . 2%，三季度增长4 . 9%，四季度增长6 . 5%。

从生产来看，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生产持续较快
恢复。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 . 8%，高
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
指数与上年持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

比上年下降3 . 9%；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三
季度加快3 . 7个百分点。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
长2 . 9%，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全年货物
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 . 9%，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同时，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 . 5%，低于上年2 . 9%的
涨幅，也低于3 . 5%左右的全年预期目标。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 1 8 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131 . 8%。2020年年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 . 6%，低于6%左右
的预期目标。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 . 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解读2020中国经济———

这份“成绩单”含金量十足
GDP破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18日出炉的2020中国经济年

报，不仅见证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也在极不平凡年份
下交出一份高含金量的亮丽答卷。

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什么？经济含金量高在哪？消费
全年负增长怎么看？……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围绕热
点关切，权威解读中国经济“成绩单”。

跃上新的大台阶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1 . 6万亿元人民币，经济
总量突破百万亿元，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
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宁吉喆说。

以经济实力为例，几个“世界第一”见证我国社会生产
力达到新的水平：2020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持续居
世界第一；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
预计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高速公路
里程、5G终端连接数均居世界第一……

看到成绩，也要直面挑战。宁吉喆强调，要清醒地认识
到，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主要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没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仍不
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把我国建设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还需要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他说。

经济含金量十足

宁吉喆表示，尽管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我国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
和效益稳步提升。2020年经济“成绩单”含金量十足：

——— 创新第一动力持续增强。2020年1至11月，规模以上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8 . 6%，快于规模以上服
务业7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高
位增长……

——— 协调内生特点日益凸显。产业结构转型迈出新步
伐，全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 . 6%、
7 . 1%；需求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高技术产业、社会领域投
资均比上年增长10%以上……

——— 绿色发展底色相当亮丽。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

天然气、水核风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环境质量改善明显，全年全国337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PM2 . 5浓度比上年下降8 . 3%……

——— 开放必由之路十分开阔。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萎缩
背景下，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双双实现正增
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

消费仍是压舱石

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 . 9%，全年呈负
增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未来怎样激发消费潜力？

对此，宁吉喆表示，尽管全年消费增长为负，但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三四季度增速已转正，且接
近前几年正常水平。

此外，尽管受疫情冲击，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
54 . 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 . 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
平。“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他说。

“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消费需求的动力也将
进一步恢复。”宁吉喆说，从2021年情况看，支撑经济稳定
恢复的有利因素较多，我国经济有基础也有条件延续稳健复
苏态势。下一步，将继续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
策、改进消费环境等方面发力，努力开拓更多消费增长点。

未来保障民生还会出哪些实招？

民生大于天。“成绩单”是否真正亮丽，关键体现在百
姓获得感上。

在宁吉喆看来，回顾过去一年，民生保障可以说“有力
有效”，重点体现在就业扩大、价格总体稳定、收入继续增
长三方面。

比如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比预期900万人的目标增长
明显；年初上涨较快的猪肉价格在四季度出现明显回落，整
个食品价格也呈回落态势；居民收入增长从年初的-3 . 9%到四
季度的2 . 1%，逐季好转，好于预期，实现了与经济增长的基
本同步……

未来保障民生还会出哪些实招？
宁吉喆说，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稳定恢复，加强重点群体

就业帮扶，进一步稳定就业，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加强困难
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扎实做好保市场主体工作，巩固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居民收入差
距继续缩小。

(均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中铁十一局工人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施工(2020年11月2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庆祝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
社会宣传发布2020“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2020“最美基层民警”，包括傅天
雷、张岩、斯日古楞、陈帅、沈云如、宣恒、苏海
福、贾铭毅、肖振宇、刘俊、安志、陈子丽（女）、
何巧（女）、熊中华、贺小东、任建华、陶永生、赵
林、杨东卫、李庆峰等20名当选者，以及殷刚、李姝
（女）、张伟、王剑峰、吕宏伟、李勇、梅玉胜、邓
柱华、王小双、胡雷、贺丽远、次仁朗珠、成亮、叶
战军、胡瓦尼什·波拉提、王玉纯、路涛等17名提名
奖获得者。他们中，有扎根群众、服务百姓永不止步
的派出所民警；有扫黑除恶、打击犯罪智勇双全的刑
侦民警；有逆行而上、绝地营救的尖刀特警；有开拓
创新、不断提升执法服务水平的交通民警；也有英勇
无畏、热血铸忠诚的缉毒民警；守卫边疆国门的移民
管理警察；守护百姓出行平安的铁路公安民警；展现
大国警察风采的驻外警务联络官等。他们奋战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防汛抗洪的最前沿、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虽然岗位不同，但始终以铁一般的理想
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
般的纪律作风，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人民安宁，用鲜血、汗水乃至生命，忠实践行着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
求，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
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 自 信 ” 、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以“最美基层民警”为
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
任担当，锐意开拓进取，积极
投身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
设，为奋力谱写“两大奇迹”
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
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

2020“最美基层民警”

先进事迹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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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胡喆) 嫦娥五
号从月球带回的约1731克“土特产”备受关注。1月
18日，国家航天局首次对外发布了《月球样品管理办
法》，月球样品原则上将分为永久存储、备份永久存
储、研究和公益四种基础用途。

《月球样品管理办法》由国家航天局制定，共9
章37条，包含了月球样品保存、管理和使用的总体原
则、信息发布、借用与分发、使用与返还、成果管理
等方面内容。办法明确，按照基础用途：永久存储和
备份永久存储样品作为原始样品进行封存；研究样品
用于月球科学研究、分析；公益样品用于展览、科
普、教育等公益性活动。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受国家航天局委
托，实施月球样品的具体管理工作。月球样品存储在
国家航天局及其指定的存储机构。主存储机构设在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另外设立备份存储机构。

办法规定：“主存储机构接收月球样品后，按照
不同的基础用途，进行为期不超过六个月的处理并形
成相关信息。处理期结束后，探月中心通过数据信息
平台向社会公布月球样品信息，并根据借用情况对样
品信息动态更新。”

在国际合作方面，办法指出：“月球样品的管理
和使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参加的相关国际公
约。”“国家航天局鼓励开展基于月球样品的空间科
学国际联合研究工作，促进成果的国际共享。”

近年来，国家航天局本着平等互利、和平利用、
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通过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卫
星工程、发射服务、测控等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推进人类航天事业的共同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月球“土特产”具体怎么用？

国家航天局公布

《月球样品管理办法》

据新华社天津1月18日电（记者 周润健）
“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中国天文年
历》显示，北京时间1月20日4时40分将迎来“大寒”
节气，恰值“四九”第四天。此时节，天气虽然依旧
寒冷，但“严冬腊月尽，又是一年好春时”。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说，每
年公历1月20日左右为“大寒”，它是二十四节气中
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冬季最后一个节气。同“小寒”
一样，“大寒”还是表示天气寒冷程度的节气。此时
节，常出现大风降温或降雪，朔风独啸，蜡树银山，
“寒气逆极”，故谓“大寒”。

严寒是“大寒”时节的特点，但物极必反，过了
“大寒”就是“立春”。

罗澍伟提醒，“大寒”时节，人体继续受寒冷环
境影响，仍要顺应自然规律，坚持防寒保暖，避免风
寒二邪的侵袭。起居方面，早睡养阳，晚起护阴，藏
神志于内，以增强免疫功能。同时适当进行户外锻
炼，排解不良情绪，睡前热水浴足，注意随气温变化
增减衣着。进补则应逐渐减少，可依体质特点，选用
清淡润燥或升散性食物，如莲藕、萝卜等，以适应即
将到来的春季“升发”的气候特点。

“大寒”节气时常与岁末时间相重合，与送旧迎
新的春节紧相连，所以我国民间还有“大寒迎年”的
说法。

“‘大寒’一到，离春节越来越近，‘年味’也
愈来愈浓，人们开始按照传统惯例，忙着扫屋除尘、
除旧布新、制作年肴、置办年货，期盼阖家团聚，静
候‘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到来。”罗澍伟说。

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

严冬岁末 腊尽春回

明日“大寒”

噪经济学家解读

首破百万亿

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第一，中国
GDP首破100万亿，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的
比重持续上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
入加速演变期，中国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已经
占有核心地位。

第二，意味着中国将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核心动力源。2019年，我们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到30%左右，2020年，中国GDP成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中国。

第三，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
亿，已大大超越我们过去的年度GDP总量，说
明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整个战略思路和改革
开放基本定位是正确的。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2020年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暴发给经济带来前
所未有的冲击。整个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就是一季度下跌，二季度止跌回升，三四季度
刺激性地恢复增长。

100万亿是什么概念？1978年，我国全年
国内生产总值3679亿。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30%。中国经济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
比2019年有较大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都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计为-
4 . 4%。应当说全球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2020
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经济遇
到的最大衰退，但中国却率先实现正增长。

中国成世界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

姚景源：中国经济能有这样强劲的复苏
增长态势，得益于党中央坚强领导。受到疫
情影响，一季度中国工业增长速度为-8 .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 . 0%，这场疫
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
击。在这种状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
出，要把人民的生命利益放到第一位，生命
至上，所以我们是把战胜新冠疫情和复工复
产、恢复经济统筹起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
政策措施来应对这场挑战。

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到2020年不设GDP
增长目标，此外“六稳”“六保”也是最重
要的任务和目标，所以中国经济才能有这样
来之不易的成就。

“两个战场”精准施策有效应对

刘元春：首先，2021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出
持续复苏态势。在持续政策支持下，中国市
场型的内生动力已开始显现，企业利润的持
续增长，居民收入的正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
速的转正，为我们内生动能的打造提供了良
好基础。复苏过程中，一些超常规政策将持
续退出，最终进入一种常态化运行状态。

其次，我们要在2021年进行“十四五”的
全面布局，这样会带动整体经济出现进一步
上扬的态势。当然短期里，我们仍要面临战
略转换的摩擦和成本。

再次，我们还会看到2021年整个复苏态势
比以往更为复杂。这来源于国际环境具有高
度的不确定性，除了新冠疫情，还要考虑外
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2021
年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过程中，对于我们宏
观政策的挑战性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持续复苏也面临复杂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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