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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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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舉行的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劉結一
表示，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
勢沒有變。 「我們有顯著的制度優勢；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新型消費潛力加快釋
放；有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優勢，製造業規模連續15年居世界首位。中國經濟的巨
輪，從來都是在劈波斬浪中揚帆遠航的。只要我們正視困難、堅定信心，貫徹落實
好黨中央決策部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就一定能不斷邁上新台階。」

從經濟的快速增長到社會的全面進步，從居民收入的顯著提升到消費能力的不
斷增強，在全球舞台上，中國以其獨有的發展速度和創新能力，展現了一幅生機勃
勃、活力四射的畫卷。中國活力的背後，是五千年農耕文明淬煉的奮鬥基因與數字
經濟時代創新要素的深度融合。

蛇行千里【中國活力】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葉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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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蛇行千里，跨越新程。2025年全國兩會大幕拉開，即將

釋出的新政策不僅將助力 「十四五」 取得圓滿收官，更為
「十五五」 做好謀劃夯實基礎。在過往的發展進程中，中國
經濟披荊斬棘，彰顯韌性，活力滿滿，獨具魅力。一處處重
大基建拔地而起，一項項科研成就舉世矚目，一場場繁華盛
景令人欣喜，一個個文化ID強勢崛起。大公報今起推出《蛇
行千里》系列專題，聚焦中國經濟澎湃活力，在高質量發展
軌道上行穩致遠，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文化深厚、美食驚艷、科技發達、城市
現代化……中國真是太神奇了，像一個巨大的
寶藏，等着我們去探索。」 北京地壇公園裏，

美國小夥Joseph告訴大公報記者，他已經在中國遊玩了半
個多月，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以及中華文化深厚的底蘊令
他印象深刻，China Travel撬動龐大商機。

文化為核，科技賦能，開放多元。今日中國古老又年
輕，煥發嶄新魅力。在240小時過境免簽政策以及 「免簽朋
友圈」 持續擴容帶動下，越來越多外國遊客到訪中國各大
城市和鄉村，體驗中國的文化魅力和風土人情。第三方平
台數據顯示，今年到中國過春節的外國遊客較2024年增長
了150%，創下新高。相關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入境遊客
13190萬人次，總花費942億美元，分別較2023年上漲
60.8%和77.8%。這無疑大大有利於中國旅遊業相關從業
者增收。

2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商務部、國家發改委
《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其中提到，促進人員往來便
利化。加快互免簽證協定商談，繼續穩妥擴大單方面免簽
國家範圍。優化口岸簽證、過境免簽、區域性入境免簽政
策，促進人員跨境流動。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展現出強大的韌
性和活力，其中，人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場
景的多元化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

引擎。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博士後研究員郭寒冰表
示，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內地各大城市，也輻射到香港
這一國際大都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
經濟增長同步。2025年新春首場國務院常務會議在提振
消費的具體舉措中，把大力支持居民增收放在了首位，
提出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
提升消費能力。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認為，提振
消費必須先改善收入。改善工資性收入需要從促進就業
入手，繼續做好穩就業工作，特別是青年人等重點群體
的就業。改善經營性收入需要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出台
民營經濟促進法，規範涉企執法行為。

隨着收入的增加，國內消費場景也日益多元化。郭
寒冰表示，以香港為例，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宣布，2025
年上半年將舉辦至少93項盛事，預計將吸引約84萬旅客

參與，為香港帶來約33億港元的消費額，經濟附加值約
為18億港元。

在收入和消費場景雙重利好的推動下，國家進一步
出台系列提振消費的政策措施，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
力。 「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不僅有效提振了消費信
心，也促進了消費市場的持續繁榮，為中國經濟的高質
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郭寒冰表示。

消費場景更多元 香港盛事經濟迎活水

免簽帶火China Travel
神州大地等着我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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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除了做好本職工作之外，還趁着晚上
時間做直播帶貨，每月五六千元（人民幣，下同）進
賬。我先生也升了職，每月工資漲了一千多。」 北京市
民李小姐告訴記者，去年一年，他們的小家庭收入增加
約十萬元。在國家 「十四五」 規劃與共同富裕戰略引領
下，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
年名義增長5.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1%。這
一數據背後，是產業結構升級、政策機制創新與城鄉協
同發展的合力。

轉型智能製造 提升生產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中國發展報告2024》顯

示，截至2023年底，內地培育了421家國家級智能製造
示範工廠、萬餘家省級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產業轉
型也帶動了製造業人均工資提升。浙江寧波某汽車零部
件企業通過工業互聯網改造，生產線效率提升40%，員
工技能培訓覆蓋率超90%，工人平均月薪從6000元增
至8500元。

城鄉協同發展 電商增勢迅猛
近年來中國農村電商增勢迅猛。據商務大數據監

測，2023年中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5萬億元，比2014

年增長近13倍。2024年該數字進一步較
上年增長6.4%，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同比
增長15.8%。山東省青島市灰埠村村民滕安
告訴記者，2021年孩子畢業後回村做農村電商，將當地
的農產品銷往全國，每年大概能收入40多萬元， 「這在
以前是不敢想像的。」

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報告顯示，電商直播對於增加
就業和收入有顯著影響，直播場次每增加1%，相關總
就業人數增加0.29%。2020年至2022年，產業帶內農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直播電商增加4.1個百分點。

在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有所
加大的情況下，頭部民企總體規模穩步增長。全國工商
聯近期發布數據顯示，2023年民營企業500強營業收入
總額41.91萬億元，較上年增長5.22%；資產總額49.85
萬億元，較上年增長7.64%；稅後淨利潤1.69萬億元，
較上年增長2.97%。

加大科創力度 拓寬收入來源
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背後離不開政策托舉。2024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
同步」 「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 「千方百計拓寬
農民增收渠道」 等舉措。近期，國家發改委、中央財
辦、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多次強調將加
大財政對終端消費直接投入，繼續促進居民增收減負，
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障靈活就業人員權益等。全國31
個省區市日前陸續召開的2025年地方兩會上，多地政府
將 「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 「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
金」 「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 等
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居民收入增長機制的核心在於將制度改革、技術
創新與人的發展相結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博士
後研究員郭寒冰表示，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
步，就要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活力，讓就業增收的市場
經濟主體充分得到發展。同時，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加
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創造更多的新收入來源。還要充分
用好一攬子增量政策，為經濟持續穩步向好提供政策保
障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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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將收入增長轉化為消費升級的強勁動能。
圖為今年1月，人們在安徽蕪湖一家酒店內享用團圓飯。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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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工作人員在吉利汽車寶雞製造基地總裝廠
生產線上作業。 新華社

2025全國兩會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就是那位大鬍子的記者」 隨着主持人的點
名，一位戴着精緻耳釘的外國媒體人站了起來。
「請問中國在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有何規
劃？未來將制定什麼戰略來繼續推動經濟全球

化？」 「首先為你的中文點讚，我想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一個
縮影……」

作為觀察中國政治生態的重要窗口，全國兩會上的很多細節都閃
動着中國發展變化的脈搏。越來越多的境外記者面孔，開誠布公的問
答交流，接地氣有溫度的用詞……在今次兩會首場發布會上都展現得
淋漓盡致。

「田間地頭、車間碼頭」 「有舞台、有溫度、有成效」 「學在深
處、謀在要處、幹到實處」 ……劉結一的答問，既扎實懇切，又自信
坦誠。一言以蔽之，搞好自己的事，做開放自信的國家，日益成為世
界眼中的中國印象。當今時代，國際局勢很不太平，與之密切相關
的，是一些國家值得玩味的個性與作為：不謀自身發展，但求巧取豪
奪；不謀互利共贏，但求單邊至上……在這樣的導向下，國際場開始
透出角鬥場的意味，大合唱漸漸變成眾聲喧的亂局。

在此背景下，中國堅持
走獨立自主發展之路，堅持
互利共贏發展理念，埋頭做
好自己的事，張開雙臂擁抱
世界。顯而易見，作為一個
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僅以
穩健的發展為全球經濟向好
提供重要動力源，更以開放
自信的氣質為世界注入和諧
發展的正能量。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掃一掃有片睇

從戴耳釘的大鬍子
看愈益開放自信的中國

▲3日，巴西勞動者電視台
記者提問。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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