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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普查是一項重大的國情
國力調查，與人口普查、農業普
查共同構成中國 「三大周期性全
國普查」 。

按照規定，全國經濟普查每5
年進行一次，分別在逢3、8的年
份實施，全面調查第二產業和第
三產業發展規模、布局和效益，
摸清各類單位基本情況，掌握國
民經濟行業間經濟聯繫。第五次
全國經濟普查標準時點為2023年
12月31日，普查時期資料為2023
年年度資料，2024年1月1日正式
啟動現場登記。

採集116萬個普查小區數據
在今年近4個月的時間裏，全

國約210萬名普查指導員和普查
員，將深入企業商戶、走訪大街
小巷，實現對116萬個普查小區
的數據採集登記。通過普查，進
一步夯實統計基礎，為加強和改
善宏觀經濟治理、科學制定中長
期發展規劃等，提供科學準確的
統計信息支持。

「為了集中力量在2024年較
短時間內完成對全國數千萬家普
查對象的現場登記工作，根據普
查方案要求，2023年，我們組織
全國約210萬名普查指導員和普
查員，積極推進普查區劃分與繪
圖、 『地毯式』 入戶清查、查疑
補漏、數據審核驗收等工作，全
面完成單位清查，形成了統一完
整的普查名錄，為普查登記順利
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康義
說。

「只有摸清底子，才能找準
路子。」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
經濟學家兼研究部總監龐溟接受
內地媒體採訪時表示，經濟普查
可以全面摸清當前經濟運行和社
會發展情況，更好地為形勢判
斷、科學決策和規劃制定提供依
據，更好地實現建設現代化經濟
體系的發展目標。

與以往相比，第五次全國經
濟普查最大的變化在於新增了對
平台經濟、數字經濟等 「三新」
經濟的普查內容，並首次統籌開
展投入產出調查。

「三新」經濟GDP佔比17.36%
公開統計顯示，2022年，

「三新」 經濟增加值已超21萬億
元人民幣，相當於GDP的比重為
17.36%。星圖金融研究院高級研
究員付一夫對大公報表示， 「三
新」 經濟經過多年發展，已經滲
透民眾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為推動內地產業轉型升級與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動
力。其中，數字經濟發展已經上
升為國家戰略，平台經濟在促進
高質量發展中起到的作用也不言
而喻，納入經濟普查，可以更好
反映它們運行的真實情況，以更
精準地制定發展政策措施。

此次經濟普查還首次統籌開
展投入產出調查。中央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符大
海認為，通過對各產業之間的投
入和產出關係進行系統統計分
析，可以揭示出經濟各個部門之
間的相互依賴程度、產業鏈條結
構及資源利用情況。投入產出數
據還可以用於模擬不同政策對經
濟的影響，從而幫助政府更好地
評估政策效果。

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現場
登記工作於1月1日正式啟動，
此次普查承載着摸清中國經濟
家底、反映高質量發展進展的
重要任務，為制定實施國民經
濟社會發展規劃，服務推進中
國式現代化提供統計信息支
撐。與以往相比，此次經濟普
查最大的變化在於新增了對
「三新」 經濟的普查內容，並
首次統籌開展投入產出調查。
國務院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領
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
長康義指出，此次普查將全面
調查內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的發展規模、布局和效益，摸
清各類單位的基本情況，是中
共二十大勝利召開後對國民經
濟進行的一次 「全面體檢」 和
「集中盤點」 。

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 首納三新經濟
摸清家底統計信息 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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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推出融資信用平台 服務民企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

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2日表示，國家發展
改革委將會同有關方面，傳承弘揚、創新發
展 「晉江經驗」 ，從加快推進民營經濟促進
法立法進程等6個方面採取更多務實舉措，
切實疏堵點、提信心、破壁壘、解難題、抓
落實，努力讓民營企業有感有得。

鼓勵民資參與重大項目
創新發展 「晉江經驗」 促進民營經濟高

質量發展大會2日在福建晉江召開。鄭柵潔
在會上介紹，要加快推進民營經濟促進法立
法進程，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健
全完善多層次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努力傾
聽民企真實聲音；加強民營經濟發展形勢綜
合分析，不斷健全民營經濟形勢監測指標體

系；完善面向民企的信息發布平台，加強項
目推介，鼓勵和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國家
重大工程項目和補短板項目建設；大力總結
推廣典型做法和優秀案例，加強互學互鑒；
建立完善工作機制，形成服務民營經濟發展
的強大合力。

鄭柵潔介紹，隨着一系列政策舉措落地
實施，民營經濟發展總體上呈現穩中有進、
穩中向好的基本態勢。2023年1至11月，民
營企業進出口同比增長6.1%，比進出口總
額增速快6.1個百分點。

此次大會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召開。
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發布了全國融資
信用服務平台；展示了全國向民間資本推介
項目平台，並新推介200個向民間資本重點
推介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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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歲，來
自廣州花都區的庾

柏健，已經連續參與五次全國經濟
普查工作。作為老普查員，庾柏健
見證了廣州經濟的飛速發展。

「我還記得第一次做經濟普查
工作，我們還是騎着摩托車，逐一
上門填紙質表格登記的。」 庾柏健
說，那時的統計手段還比較傳統，
白天上門登記，晚上還要回辦公室
一項項錄入電腦。 「當時工作方式
比較原始，當中涉及大量的數據登
記需要手工輸入，填每項數據都要
打醒十二分精神，不能有絲毫馬
虎。」 他的女兒正好在第一次經濟
普查期間出生，讓他對這段繁忙的
日子更加難忘。 「那陣時白天晚上
都要兼顧普查工作，加班是常態，
回到家又要照顧女兒，壓力真的不
輕。」 他說，這是他本人極大的考
驗，還好有身邊的同事和家人全力
支持。

老普查員見證廣州發展
相較於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

此次經濟普查為普查員量身打造了
普查 「利器」 ，普查信息可以通過
手機軟件直接進行填報，既減少了
數據採集環節人為干擾因素，也確
保了普查源頭的數據質量。 「現在
方便好多啦！普查員只需要一台平
板電腦、一部手機，就可進行線上
數據採集，大大提高了數據採集的
效率和準確性。」 庾柏健說。

談及20年來廣州的發展變化，
庾柏健以他所在的花都區炭步鎮為

例說，從第一次普查到
第五次普查，炭
步鎮的法人單位
總量在二十年間
增長了4.6倍，個
體戶總量增長了
2.4倍，產業結構
也更加多元化。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恢復通關效應 粵新增8000港澳企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記者2日從廣東省市場監督管
理局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廣
東大力實施經營主體培育計劃，取
得積極成效，截至2023年底，全省
登記在冊經營主體突破1800萬戶，
其中企業突破780萬戶，佔全國七
分之一。

灣區內地九市每千人擁87企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初粵港

全面恢復通關，特別是廣東市場監
管部門及各級政府推出吸引和服務
外資的 「組合拳」 ，使得赴粵投資
的港澳企業數量大增。據統計，
2023年全省港澳資法人企業達9.6

萬戶，同比增長15.5%；新登記港
澳資法人企業8000戶，同比大幅增
長64.4%。

為吸引和服務港澳企業，廣東
多措並舉優化大灣區營商環境。廣

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二級巡視員龔
憲平介紹，在大力推進粵港澳市場
軟聯通方面，廣東加快粵港澳大灣
區市場監管領域規則銜接、機制對
接，深化登記確認制改革，推行登
記註冊 「灣區通辦」 ，施行 「跨境
通辦、一地兩注」 ，試點香港投資
者簡化版公證文書電子化流轉，實
現港資企業全程電子化登記，便利
灣區投資興業。截至目前，大灣區
內地九市每千人擁有企業87戶，達
到發達國家水平。另外，廣東進一
步深化灣區標準、灣區認證，推動
省政府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新一
輪局省共建，推進建設國際一流灣
區知識產權強省。

▲恢復通關後，港澳投資企業加速
進入廣東。圖為香港創客在粵路
演。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Q&A

Q：經濟普查查什麼？
A：普查的主要內容涵蓋普查對象的基本情
況、組織結構、人員工資、生產能力、財務狀
況、生產經營、能源生產和消費、研發活動、
信息化建設和電子商務交易情況，以及投入結
構、產品使用去向和固定資產投資構成情況
等。

Q：普查的對象有哪些？
A：第二、第三產業的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
位和個體經營戶。

Q：由誰負責普查？
A：此次普查將從今年一月份持續到四月份，
全國200多萬名普查員參與普查登記工作。

Q：本次普查 「新」 在哪？
A：本次普查新增了對平台經濟、數字經濟等
「三新」 經濟的普查內容，可以更好反映中國
經濟在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等領域發展變
革情況。此外，將首次統籌開展投入產出調
查。

大公報記者張帥整理

大公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

特稿

▲1月2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
琥珀街道北苑村社區經濟普查工
作人員開展入戶普查工作。

中新社

▲1月1日，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現場登記工作正式啟動。圖為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光明路街道普查員在一
家連鎖藥店登記普查信息。 新華社

三新經濟迸發潛能 展現新活力
資料來源：新華社

▶2023中關村論壇展覽（科博
會）期間，模特在展示動作捕捉
設備。 新華社

▶2023中國新媒體大會期間，中
國新媒體技術展上展示的全息數
字人。 新華社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楠展
示他設計發布的甲骨文表情包。

新華社

新模式

虛擬形象開創直播演藝新紀元

虛擬主播，是指通過虛擬現實、增強現實、人工智能、動作
捕捉、實時渲染等技術手段製作的數字化人物形象。2022年8
月，虛擬偶像女團A-SOUL成員乃琳在B站的生日直播中達成了
「萬人艦隊」 的成就，一個月
的收入達到了200萬元。

艾媒諮詢預計，2025年
中國虛擬數字人帶動產業市場
規模將達到6402.7億元。

新業態

表情包經濟折射文創市場魅力

在社交類應用中，表情包憑藉 「一圖勝千言」 的優勢迅速佔
領人們的聊天界面。如十二棟文化公司的 「長草顏糰子」 表情包
的累計下載量和使用量已分別
超過13億次和350億次。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
國文化產業2022年營業收入
超過16.5萬億元。

新產業

元宇宙走向台前開啟產業藍海

在工業領域，元宇宙技術與現實工業環境中的研發設計、生
產製造、營銷銷售、售後服務等環節和場景在虛擬空間中實現，
可實現工業的改進和優化。

中國元宇宙上下游產業目
前產值超過4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主要體現在遊戲
娛樂、VR和AR硬件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