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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去年GDP增5.2%達目標
生產總值126萬億 對世界經濟貢獻或超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中國經濟2023年「成績單」，

在全球經濟整體放緩的情況下，隨着各項穩增長政策持續顯效，中國經濟持續修復，2023年

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2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5.2%，增速比2022年加快2.2個百分點，完成年初確定的5%左右預期增長目標。國家統計

局局長康義在國新辦發布會上透露，中國經濟2023年對世界經濟增長

的貢獻率有望超過30%，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繼2022年內地總
人口出現逾60年來首次負增長後，國家統計局17日公布的
最新人口數據顯示，2023年內地出生人口902萬人，總人
口較上年末減少208萬人。專家預計，2024年出生人口有
望反彈，但長遠看人口負增長趨勢不變，創建生育友好型
社會、優化生育政策刻不容緩，盡快提升生育率水平，以
應對當前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現實。

新生兒902萬 總人口減208萬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140,967萬
人，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02萬人，人口
出生率為 6.39‰；死亡人口 1,110 萬人，人口死亡率為
7.8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
與此同時，老齡化程度有所加深。按照聯合國劃分標準，
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超過20%，或65歲
以上人口比重超過14%，表示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國家統
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
29,697萬人，比2022年末增加1,693萬人，佔全國人口的比
重從2022年末19.8%上升到21.1%。

專家：龍年生育或短期反彈
2023年內地總人口連續第二年負增長，出生人口和出生
率均創下建國後有紀錄最低水平。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
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分析，人口減少繼續擴大，
主要原因包括：育齡女性數量下降，近年平均每年減少近
500萬人；遲婚不婚現象增加，結婚登記數持續下降，同時
由於生育成本過高、工作壓力大等原因，年輕人的生育意
願普遍低迷；另外，由於從備孕到孩子出生一般需要一
年，2023年出生人口仍受2022年的新冠疫情負面影響。
原新預計，2024生肖龍年以及三年疫情後可能出現生育反
彈，今年的人口下降趨勢可能會緩和一些，甚至短期總人口
恢復增長，但是，長周期人口負增長趨勢已形成。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振武也樂觀估
計稱，中國人有喜愛「龍年」生育的傳統，2024年的生育
率有望提升。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大概為1.05，一般
來說，總和生育率2.1是維持代際更替、人口穩定的基本條

件，發達國家目前基本維持在1.5%以
上水平。翟振武呼籲應盡快建立全面
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報告籲政策向多孩家庭傾斜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16日在京發布

《中國發展報告2023》預計，未來內地出
生人口數量每十年或將下降100萬人左
右，較長時間內總人口將處於下降趨
勢。
報告認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

中國人口和勞動力規模依然巨大，進一
步釋放人口數量潛力，是緩解人口減少
的負面影響，延續人口紅利最直接有效
的戰略，其中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盡可能提高勞
動年齡人口參與就業的比率，加快推動農業人口
轉移和市民化進程，進一步放寬落戶條件，推
動農民工及隨遷家人市民化等。與此同時，
要滿足和盡可能實現合理生育意願，包括大力
興辦嬰幼兒託育機構，探索住房政策向多孩家庭
傾斜，對多孩家庭實行累進制財政補貼，將輔助生
殖治療費用納入醫保等。
此外，數據顯示，內地城鎮化持續推進，到2023年底城
鎮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城鎮化率）為66.16%，比2022
年末提高0.94個百分點。

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 老齡化加深

Q：2024年就業形勢如何？
A：就業總體壓力仍存，部分群體、行業就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但經濟規模

擴大帶來就業增加，2024年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規模將大於新進入勞動
力市場的人口規模，服務業帶動吸納就業，新業態擴大就業空間。隨着經
濟回升向好，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穩就業的積極因素也在不斷積累，我國
就業形勢有望保持穩定。

Q：CPI連續三個月負增長，物價前景如何？
A：近期價格下降主要是食品和能源價格回落，不完全是市場供求關係的變

化，主要受到非經濟、非常規性因素的影響，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從三年
疫情衝擊逐步走向正常狀態中的階段性現象。中央對於需求不足的問題高
度重視，隨着政策出台和落實，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會得到逐步緩解，居
民消費價格有望隨之企穩回升，預計2024年價格會溫和上漲。

Q：消費恢復態勢能否延續？
A：下階段支撐消費增長的因素包括，消費潛力仍然巨大，14億多的人口，超

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依然明顯，加之城鄉融合發展、城鎮化進程推進、消費
結構持續升級，這些都為消費增長提供了廣闊空間，特別是醫療、健康等
消費潛力有望進一步釋放；隨着經濟持續恢復，就業形勢總體改善，居民
收入有望保持穩定增長，將有力支撐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消費亮點不斷
湧現，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文娛消費等都快速發展，智能家
居、文娛旅遊、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消費熱點升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從季度走勢看，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整體呈現「先升後穩」
態勢，一季度國內經濟呈現積極勢頭，開局良好；二季度

經濟逐漸恢復常態化運行，受2022年同期低基數效應影
響，GDP同比增速整體抬升；三季度GDP增速雖有所
回落，但扣除基數影響後，兩年平均增速較二季度仍
有提高；進入四季度後，宏觀調控組合政策發力顯
效，內生修復動力增強，經濟仍保持回穩態勢。

四季度增長勢頭略放緩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受基數影響，各季度
GDP同比增速波動較大，2023年一到四季度，
GDP同比分別增長4.5%、6.3%、4.9%和5.2%。
從季調後環比來看，各季度增速分別為2.1%、0.6%、
1.5%和1.0%，四季度增長勢頭略有放緩。
「按照可比價計算，2023年中國經濟增量超過6

萬億元，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一年的經濟總量。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穩步提高，2023年達到89,358元，比
2022年增長5.4%。」康義引述數據指出，去年中國5.2%的
經濟增速不僅高於全球3%左右的預計增速，也在世界主要經
濟體中名列前茅。另外，發用電量、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投
資、進出口等大多數實物量指標的絕對量都大大超過2019年新
冠疫情前水平，顯示中國經濟恢復向好態勢。

服務業和消費成主引擎
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服務業和消費的經濟增長主引擎作用更
凸顯。2023年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54.6%，比2022
年提高 1.2 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
82.5%，比上年提高43.1個百分點。
從就業看，去年就業形勢總體改善，全年城鎮調查失業率比
2022年下降0.4個百分點，至5.2%。不含在校生的16歲至24歲
青年失業率在去年12月錄得14.9%。從物價看，物價總體保持溫
和上漲，全年CPI上漲0.2%，核心CPI上漲0.7%。從國際收支
看，全年貨物出口增長0.6%，年末外匯儲備超過3.2萬億美元。

央視：經濟質量新動能提升
央視評價中國經濟2023年成績單「含金量足」。和全球其他
國家比，中國GDP增量超6萬億更加可觀。根據世界銀行對
2023年各主要經濟體GDP增速的預測估算，中國經濟增量將
是美國的1.5倍左右，是歐元區的16.5倍左右。2023年，中國

比美洲、歐洲還有日本加在一起的貢獻還要多。
中國經濟質量和新動能也獲得提升。量產的C919大飛機、

第一艘國產大型郵輪，一機難求的國產高端手機……2023年，
中國不光出口了1萬多億元「新三樣」產品，還生產了全球約
四分之一的糧食、三分之一的汽車、一半以上的鋼鐵、近六成
的家用電器。

有條件空間加力宏觀政策
展望今年經濟形勢，康義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好，

除與房地產相關的產品產量指標，大多數實物量指標絕對量已
大大超過2019年水平，顯示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上調了0.4個百分點，經合組織上調了0.1個百分點。
康義稱，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韌性強，活力足，改革紅利多，

政府債務水平和通脹率都較低，財政、貨幣以及其他政策都有
比較大的迴旋餘地，加力實施宏觀政策有條件、有空間。

2023年主要經濟數據

◆2023年中國GDP同比增長5.2%。圖為山東省巨野縣新一代信息技術
產業園內，工作人員在直顯芯片生產設備前值守。 新華社

專專家家
解讀解讀

◆中國2023年
末 全 國 人 口
140,967萬人。
圖為武漢的小
學生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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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

5.2%，完成年初確定的增長

目標。作為中國經濟兩大重

要引擎，房地產投資和出口

出現 20 年來首次年度負增長，但服務

業、高技術投資、基建投資則實現高增

長，接棒支撐中國經濟回升向好，凸顯中

國經濟增長的韌性和潛力。

消費潛力仍有巨大空間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認為，當前經

濟面臨困難和挑戰，但同時有亮點和潛力。一

方面，居民消費信心有所恢復，消費潛力仍有

巨大挖掘空間。2023年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人

均消費支出佔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至

68.3%，考慮到2022年以來居民積累的大量

超額儲蓄，居民收入增速快於經濟增速，

如果政策能有效激發消費意願，居民消費

有望較快增長。另一方面，經濟新動能

明顯增強，2023年裝備製造業增加

值增長 6.8%，快於整體工業增

速，升級類商品銷售較快增

長，高技術產業投資增

長 10.3% ， 大 幅 快

於整體投資增

速。

展望2024年，羅志恒預計，中國經濟仍將

延續疫後恢復態勢，有望實現 5%左右的增

速。經濟恢復動能主要來自六方面：線下聚

集性服務業繼續填補此前疫情衝擊導致的供

需缺口；基建投資持續發力，2023年年底增

發1萬億元國債、2024年赤字率或破3%、政

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等都是支撐力量；高端

製造業保持高增長，受益於產業升級、產業

安全需要和金融資源的重點支持；房地產的

拖累減弱，經歷近三年的市場調整和穩地產

政策持續發力後，房地產銷售和投資降幅將

會收窄，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建設也會起

到促進作用；出口增速有望小幅轉正，美國

製造商和批發商均將開啟補庫存周期，提振

中國的中間品、資本品、消費品出口；中美

補庫存周期共振，有助於加快工業企業生產

和投資。

羅志恒建議，以財政政策和房地產政策為

重點，提振預期和就業優先，促進經濟恢

復，同時盡快穩定股市、房地產資產價格；

從政策穩定性、制度完備性、法治落實和理

論突破四個層面提振企業家信心；打造生

育友好型社會，應對老齡化與少子

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今年難點亮點並存今年難點亮點並存
有望保持有望保持55%%左右增長左右增長

國家統計局局長回應熱點問題

指標

GDP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投資

消費

出口

CPI

城鎮調查失業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同比增長

5.2%

4.6%

3%

7.2%

0.6%

0.2%

5.2%

與2022年相比

加快2.2個百分點

加快1個百分點

下降2.1個百分點

加快7.4個百分點

下降9.9個百分點

下降1.8個百分點

下降0.4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