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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
电（记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
增长 3% ，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3.9%，比二季度加快
3.5 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
冲击的不利影响，三季度经济
恢复向好，明显好于二季度，主
要指标恢复回稳，保持在合理
区间，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工业生产明显回升，服务
业经济逐步恢复———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比
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三
季度同比增长 4.8%，较二季度
回升 4.1 个百分点。
　　各地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
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超七成地
区回升。三季度，全国有 23 个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
二季度回升或降幅收窄、由降
转增，回升面达到 74.2% 。其
中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长三
角地区大幅回升，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由二季度下降 3.2%
转为增长 8.2%。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副
司长江源说，下阶段，要进一步
推动各项稳经济政策措施落实
落地落细，不断巩固工业经济
恢复向好的基础。
　　服务业经济运行总体延续
恢复性增长态势，主要经济指
标改善。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3%，比上半年加
快 0.5 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
指数同比增长 0.1% ，其中三
季度同比增长 1.2%，比二季度
上升 4.5 个百分点。
　　三大需求持续回升，恢复
发展后劲增强———
　　消费市场韧性显现，市场
销售规模保持扩大。前三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7%，增速比 1 至 8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三季
度 增 长 3 . 5 % ，二 季 度 下 降
4.6% ，一季度增长 3.3%，三季
度较二季度加快恢复。
　　“下阶段，随着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
施持续推进，一系列支持市场
主体、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

力的促消费相关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市场将继续稳定恢
复。”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董礼华说。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9% ，增速比 1 至 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小幅回升。三季度增长 5.7%，
增速比二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
　　从投资先行指标看，前三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同比增长 20.8%，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到
位资金增长 21.3%，有利于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翟善清表示，
下阶段，要扎实落实盘活地方专项债结存限额、加快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举措，推动扩大有效投资，促进
投资持续向好。
　　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举措加力提效，外贸呈现较强发展
韧性。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9.9%。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9.92 万亿元，增长 13.7%，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 64%，比去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得到有力保
障———
　　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6% ，其中，三季度均值为 5.4% ，比二季度下降 0.4 个
百分点。不过，受疫情影响，9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比 8 月份上升 0.2 个百分点。
　　从就业的主体人群看，25 岁至 59 岁劳动力失业率
三季度均值为 4.4% ，明显低于一季度 4.9% 和二季度
5% 的均值水平。
　　三季度以来，重点群体就业形势有所改善。8 月和 9
月份，16 岁至 24 岁青年人失业率连续 2 个月下降，9 月
份为 17.9% ，比 7 月份高点下降 2 个百分点。从 5 月份
开始，外来农业户籍人员失业率连续 4 个月回落，8 月份
为 5%，较 4 月份高点下降 1.6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表示，从
下阶段情况看，工业、服务业生产企稳回升，各项稳就业
政策持续加力，新岗位新职业不断涌现，就业保持稳定有
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高技术行业发展良好，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
升———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6 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0.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 14.3 个百分点，继续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根据统计数据，1 至 8 月份，重点领域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保持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分别高于全部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2.8、2 和 0.7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国民经济顶住
压力持续恢复，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但也要看到，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
基础仍不牢固。下阶段，要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狠抓相
关政策落实见效，充分释放政策效
能，推改革激活力，巩固经济恢复发
展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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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季 度 增 速 转 正 ，消 费 复 苏 形 势 如 何 ？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王
雨萧、刘羽佳、周蕊）国家统计局最新数
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3 2 0 3 0 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7% 。其中，三季度增长 3.5% ，而二季
度为下降 4.6% 。
　　季度增速转正，如何看待国内消费复
苏形势？下一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如何
发力？

消费市场总体稳定恢复

　　“政府发放了几轮电子消费券，把促消
费下沉到我们中小商户群体中，近期店里生
意明显回升了。”上海永康路上一家经营了 6
年的小店老板薛勇敏说。
　　今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消
费市场一度遭遇较大冲击。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年初的较快增长，到 4 月份增速
降至-11.1% 的低点，上半年社零总额同比
下降 0.7%。
　　为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一系列
政策举措密集出台———
　　多措并举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为餐饮、零售等市场主体提供房租减免、平
台佣金减免、金融支持等纾困举措；在更多
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全国
多地纷纷发放餐饮、零售等消费券……

　　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消费市场逐
渐释放回暖信号：社零总额自 6 月起连续
4 个月实现正增长；前 9 个月，我国汽车产
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7.4% 和 4.4% ，增速较
前 8 个月分别扩大 2.6 和 2.7 个百分点；
不久前的国庆假期，全国电影票房累计超
14 亿元，一些地方餐饮门店重现排队长
龙……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董礼华表
示，今年以来，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消费
市场在波动中恢复。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
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
极推动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
市场总体保持恢复增长态势。

新动能促进消费回补升级

　　消费市场保持恢复增长态势，一方面
得益于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另一方面也
离不开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的
助力。
　　这几天，位于北京西单商业街的汉光百
货拉开“双 11”预售大幕，多家专柜导购纷纷
变身直播达人，在镜头前向顾客详细讲解各
类商品细节和功能。
　　汉光百货董事长王小雨告诉记者，过
去两年，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推出小
程序直播、闪购等多项“云服务”，线上交易

额占比从 2019 年的仅 3.5%，增长至如今
的 22% ，有效缓解了疫情对线下经营的
影响。
　　“近两年来，即时零售、直播带货等新
业态迅速发展，满足了更加多样化消费需
求，在疫情期间带来新的消费增长点。”中
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依绍
华说。
　　实体零售“云”上开店，拓展新空间；疫
情之下，本地游、周边游、线上演播等“微旅
游”模式应运而生；受健身热带动，骑行、露
营、飞盘等新消费在年轻群体中迅速走
红……
　　“疫情改变传统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
的同时，也推动了消费市场在分化重组中
育新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
表示，在线健康医疗服务、在线文娱、在线
旅游等新型消费迅速发展，不仅契合了居
民消费升级趋势，也成为消费恢复性增长
的新动力和新空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6.1%，增速
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社零总
额的比重为 25.7%。
　　“我们将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
鼓励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壮大
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兴消费。”商务
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持续恢复

　　总体来看，前三季度国内消费市场韧性
显现，但也要看到，疫情对消费市场产生一
定影响，餐饮企业和小微商贸企业恢复程度
较低，消费市场恢复基础仍需巩固。
　　“应加力提振消费信心、稳定消费预期。
加快落实落细各项稳就业、增收入政策，及
时帮扶失业人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困难
人员发放消费补贴。”王蕴说，未来还要通过
改革进一步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壁垒，促进
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广袤的县域农村消费市场，是进一步挖
掘消费潜力的新空间。
　　“近年来，下沉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为消费增长注入新动能。要加快完善县域商
业体系，加强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进
一步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王蕴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将继续
落实好各类促消费政策措施，通过数字赋
能、商旅文体融合等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
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同时，推进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健全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积极
扩大乡村消费。
　　“下阶段，随着一系列支持市场主体、提升居
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的促消费相关政策落地显效，
消费市场将继续稳定恢复。”董礼华说。

　　新华社南宁 10 月 25 日电（记者黄浩
铭、郭轶凡）一辆私家车，几把露营椅，配上简
单的灯牌，就构成了广西南宁市民林文兴的
摊位。在驾校教练的正职工作之余，他会在
晚上和几个车友相约路边摆摊。林文兴说，

他主要售卖手打柠檬茶等饮品，一晚上能
卖 30 杯左右，“利用后备厢摆摊成本较
低，也相对灵活，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认
识新朋友。”
　　借助历史和文化特色，融合文旅资

源……记者近日在广西多地走访看到，较
之往年，“后备厢集市”、夜间文旅经济等
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壮乡夜晚增添一抹
亮色。
　　晚上 8 点的南宁，随着乐曲声响起，

一场经典粤剧“貂蝉拜月”在有着 70 多年
历史的万国酒家内上演。二楼的大厅内座
无虚席，来自各地的食客一边品尝广西当
地美食，一边欣赏唱腔优美的戏曲。
　　“我们每晚都有粤剧演出，节假日喝夜
茶的位置需要提前预订，夜市的营业额也
较为可观。”万国酒家负责人黄增芬说。
　　万国酒家楼下是南宁的历史文化街区
三街两巷。华灯初上，大批游人沿着明清
风格的建筑街区参观游玩。古香古色的集
市中，糖画、打油茶、纸扇绘画、手编工艺品
等特色小摊位琳琅满目，摊贩沿街吆喝，热
闹非凡。
　　“既有国风韵味，又有现代气息，二者
完美相融。”市民何友诚对三街两巷赞不
绝口。
　　近年来，在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政策
推动下，曾经陈旧的三街两巷获得新生。
通过创新多元业态等方式，这里已成为展
现当地历史文化底蕴、感受夜间文旅消费
热度的一个窗口。
　　不仅是南宁，走进桂林市东西巷，夜晚
依旧灯火辉煌，游人如织。近年来，桂林启
动东西巷的修缮改造项目，在保留历史原
貌的同时加入现代元素。如今，这里已成
为桂林城区文化旅游新地标。
　　“东西巷人流量大，特别是在节假日和
晚上游客多，我下班后会到这里卖小饰品，
收入很不错。”饰品摊老板张女士说。
　　据介绍，近年来广西出台系列政策，
推动夜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夜间延时经
营，重点培育和打造一批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引导
各地在“差别化”“专业化”“特色化”上下
功夫，推动夜间消费载体提档升级，让

“客流”变“客留”，激活夜间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
　　“我们将持续推进夜间经济创新发展，
促进商文旅融合，发展夜间消费新业态，培
育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新热点，
赋能城市经济提质升级。”广西壮族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赖富强说。

文 化 搭 台 新 业 态 添 彩
广西多地夜经济发展见闻

  ▲市民在广西南宁市中山路夜市休闲（8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李晓婷）听不到机器
的轰鸣声，看不到忙碌的工人，一块块 5G 通
信模块正从“安静”的车间生产出来。
　　这是记者近日在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的组装数字化车间看到的场景。
　　“盟讯公司曾是一家劳动密集型电子代
工工厂，如今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将更多精
力放在自主创新上，逐渐转变为一家智能制
造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盟讯公司
副总工程师陈菁说，通过对生产车间进行数
字化改造和智能工厂建设，企业生产效率提
高 24.1% ，运营成本降低 21.74% 。今年前
三季度，盟讯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24%。
　　连日来，记者走访重庆多家企业发现，不

少制造业企业不断在“老产业”中“创”出新
赛道、“转”出新机遇。
　　走进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重庆水泵
厂有限责任公司，洁净敞亮的数字化车间
里一派繁忙景象，技术人员正在检测调试
几台大型核电用泵机。重庆水泵厂有限责
任公司总工程师马文生告诉记者，作为一
家致力于科技创新的高端泵制造业企业，
重泵公司近 3 年每年都有 10 个以上新产
品推出。
　　“创建于 1951 年的重泵公司曾以生
产小型计量泵为主。”马文生说，2005 年，
重泵公司抓住国家核电技术发展机遇，着
手攻克核电站用泵领域的技术难题。尤
其是近年来，重泵公司坚持自主研发，致

力于关键泵国产化，企业不断走向更大
舞台。
　　自主创新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发展

“秘诀”。重庆市科技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1 年，重庆市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600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65.6% 。研发
投入强度达 2.16%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13.21 件。
　　为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地方政府和
企业不断推出鼓励创新的举措。
　　近年来，重庆修订实施《重庆市科技创
新促进条例》《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出台“财政金融政策 30 条”“成果转
化 24 条”等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文件，不
断增强科技人员获得感。

　　走入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展示大厅，各式各样的智能化工业仪
器仪表让人目不暇接。
　　四联集团不断调整人才结构，加大科
技人才“引留用”，更多懂技术、懂科研的人
才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四联集
团副总经理刘兵告诉记者，目前四联集团
及所属企业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人
才 786 人，今年预计增加至 1000 人。
　　重泵公司的青年科研人员王军说：“公
司制定 20 余项技术创新管理制度，推行

‘价值贡献’积分制绩效管理，员工通过技
术创新、科技成果等获得积分，年底转化为
绩效收入。只要你想干、能干，就能获得应
有的奖励。”

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插上“金翅膀”
重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一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