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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質升量增 中國發展動力強勁
國家統計局《求是》刊文：經濟回升向好趨勢不變

中共國家統計局黨組日前在《求是》刊發署
名文章指出，展望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
困難和挑戰不少，但有利條件和優勢更多，綜合
起來看，機遇大於挑戰、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
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
變，支撐高質量發展的要素條件不斷累積增多，

中國經濟向好發展有基礎有條件。經濟學家認為，
中國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引入外來競爭壓力，使中
國經濟內生性動力更強，經濟總量不斷刷新，新質
生產力蓬勃發展， 「質」 升 「量」 增，中國經濟發
展動力強勁。

大公報記者 馬靜

中國經濟信心

▲展望2024年，中國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圖為在華晨寶馬瀋陽鐵西工廠，生產中的車輛穿過
辦公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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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在海南海口國際免稅城內購物。 新華社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
香港近水樓台

外資機構看好中國市場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汪 濤

去年中國經濟5.2%的增長符合預期，
鑒於未來數月房地產活動和房地產市場將逐
漸低位企穩，加之經濟活動和勞動力市場的
持續復甦，消費將繼續兌現疫情後的溫和修
復，出口增速也將溫和改善。

消費出口穩步上揚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
朱海斌

今年中國全年GDP增速預計可達
4.9%，消費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全年消費將增長6%。此外，今年投資活動
將繼續反映政策導向，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投
資料表現穩定。

內需是增長主引擎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總監
龐 溟

去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均
圓滿實現，宏觀指標與微觀主體感知持續改
善，更多積極、全面、多維度的變化已經出
現。隨着高質量發展的扎實推進，中長期利
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進一步加強，今
年中國經濟運行將延續回升向好趨勢。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延續回升向好趨勢
中國貢獻全球增長超30%
引領復甦 投資熱土

數看中國經濟韌性
經濟增長

2023年國內GDP超過126萬億元，比上年增
長5.2%，增速加快2.2個百分點。四個季度
GDP同比分別增長4.5%、6.3%、4.9%、
5.2%，呈現前低、中高、後穩態勢。

就業

2023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2%，比
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城鎮新增就業1244萬
人，比上年多增38萬人。

物價

2023年CPI比上年上漲0.2%，扣除食品和能
源價格的核心CPI上漲0.7%，保持溫和上漲
態勢。

國際貿易

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1.8萬億元，比上年增長
0.2%；年末外匯儲備餘額超過3.2萬億美元。

資料來源：求是網

中國經濟動力澎湃
中國經濟增速領先世界

2023年，中國5.2%的經濟增速不僅高於全球
3%左右的預計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也
名列前茅。2023年美國經濟比上年增長
2.5%，IMF預測歐元區、日本經濟分別增長
0.7%、2.0%，均明顯低於中國。按照可比價
計算，中國經濟增量超6萬億元，相當於一個
中等國家一年的經濟體量。

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大

IMF預計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
30%，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源。

人均發展水平穩步提高

人均發展水平穩居世界中高收入國家行列。
2023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9358元人民
幣，比上年增長5.4%，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
1.27萬美元，連續3年保持在1.2萬美元以上。

資料來源：求是網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將對香港經濟發展帶
來哪些利好與推動？張燕生表示，中國內地

經濟好不好與香港經濟好不好有緊密聯繫，因為內地是香港發
展的腹地，腹地好，香港自然就會好。但是，在中國式現代化
發展和高質量發展中，香港也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和使命擔當。

張燕生強調，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香港一定會得到很好的
發展。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在 「一國兩制」 的優勢下，香港也
有自己的使命和擔當，那就是要繼續沿着香港優勢的路徑，推
動香港進一步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從大灣區角度講，
香港的未來對標的是紐約灣的金融優勢和國際領袖城市的優
勢，對標的是舊金山灣的科學技術工程進入世界一流水平，人
才和研究性大學進入世界一流水平。香港的使命就是要緊盯這
些優勢。」

張燕生強調，在中華復興過程中，香港有自己的使命、優
勢和發展軌跡。香港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面發展得越
好，越有利於自身發展繁榮，對中華復興的貢獻就越大，對東
亞和亞洲經濟的貢獻就越大，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也就越大。

專家解讀

中共國家統計局黨組在《求是》雜誌署
名文章指出，放在全球坐標中觀察，2023年

中國經濟表現依然亮麗。2023年，中國5.2%的經濟增速高於
全球3%左右的預計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
IMF預計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30%，仍然是世
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源。

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取得亮麗成績，但是一些西方國家機
構和政客近日不斷唱衰中國經濟，拋出系列謬論。對此，中國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指出，這些言論都是罔顧事
實，打擊中國各界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士氣。系列數據和事實證
明，中國經濟不僅沒有衰落，而且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
上不斷邁進。中國有黨的堅強領導和制度優勢，有超大規模的
國內市場，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產業鏈，有先進的科技和優秀
的人力資本，正在進行高質量發展。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研究部總監龐溟指出，
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將是2024
年經濟工作和其他方面政策的重心所在。中國依然能為世界經
濟企穩復甦提供強大支持，依然能為海內外投資者提供持續、
穩健、安全、長期的投資機會和豐富多元的資產類別。

名列前茅

中共國家統計局黨組在《求是》雜誌文章中，細數中國
經濟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其中提到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

的需求優勢，中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消費結構快速升
級，是最具潛力和優勢的大市場。經濟專家表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
要進一步培育中國經濟向好發展的新動能，要以擴大國內需求為基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2024年推動消費進一步回升，
要在改善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方面加大力量，尤其要發揮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提出的 「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讓有效投資真正發力，高
水平供給和更多就業崗位才能增加，從供給和收入增長兩方面支持消費進一
步擴大。要發揮好政府投資在拉動內需中的帶頭作用，並保持足夠力度和規
模，帶動企業訂單增長，使企業生產形勢持續好轉，進而促進就業和收入增
長，為擴大消費築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指出，未來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
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推動消費從疫後恢
復轉向持續擴大，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增加城鄉居民收
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此外，還要完善投融資機制，實施政府和社會
資本合作新機制，支持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建設。

韌性十足

擴大內需 消費投資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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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2023年，中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不僅
「個頭」 越來越大，而且 「筋骨」 越來越強，展現出抵禦短期波動、贏得長
遠發展的韌性。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仍然是戰略
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但機遇大於挑戰、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經濟回升
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只要把握機遇、化危為機，有力有效
應對這些風險挑戰，就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態勢持續向好。

六路齊發力提升新質生產力
文章強調，下階段，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增強憂患

意識，保持戰略定力，發揮體制機制優勢，用活用好政策工具箱，有效應對
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推動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穩健前
行。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表示，中國經濟發
展形勢依然嚴峻，正在遭遇三個百年一遇的衝擊，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
行的衝擊，百年一遇的地緣政治的衝擊，百年一遇的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較
量。

張燕生表示，但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變，主要是因為新質生產
力的發展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提升新質生產力主要表現在6方面發力，
第一，新型城鎮化和新市民化，把勞動力和資源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
產率部門轉移；第二，高水平開放，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引入外來競爭壓
力，使中國經濟內生性動力更強；第三，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素質；第四，提
高研發創新能力，提升創新成為第一動力；第五，推動市場化改革；第六，
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全產業鏈優勢和整個經濟充滿活力優勢，
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料年中進入上行周期關鍵在投資消費
提及2024年中國經濟走向，張燕生預測，儘管國際機構預測中國經濟增

長率未來幾年一路下行，可是它預測的前提是中國經濟宏觀政策不發力。但
是，中國一定會出台系列與經濟相關政策加強協調和發力，為此，他個人預
測，2024年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達到5%以上。不過，核心問題還是要把發展
是硬道理、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硬道理落地。

「關鍵還是要出台一攬子解決短期、中期、長期問題的政策，比如，短
期出台推動向新型城鎮化重大工程和新市民化擴大投資的政策，中期出台穩
定大宗消費的政策，尤其是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長期則要構建擴大內需
戰略和消費成為頭車的政策，也包括體制機制改革和防風險政策。這些一攬
子推動中國高質量發展政策，就是中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長的基本保障。」

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姚洋亦表示，2023年GDP增速5.2%的成績有利於
穩定市場的信心，也為2024年中國經濟進一步穩定增長打下基礎。他預測，
未來5至10年，中國經濟潛力依然巨大，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間並不
困難。姚洋指出，擺在眼前的問題是先把投資與消費等需求拉上去，一旦需
求打開，預計到2024年年中，中國經濟將會開始進入上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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