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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朱燁及中新社
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26日公布的第五
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新產業新業態
吸納就業能力增強。五年間，中國第三產
業從業人員增長25.6%，尤其新興服務業
為擴大就業提供了新機遇。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負責人

王冠華在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
布會上表示，根據普查結果，2023年末，
中國第二、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4.29
億人，比2018年（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
年份）末增加4,575萬人，增長11.9%。
她指出，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增加，

為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創造了有利條
件。2019年到2023年五年間，中國城鎮
調查失業率年均值分別是5.2%、5.6%、
5.1%、5.6%和5.2%，雖然部分年份有所
波動，但 2023 年以來隨着經濟恢復發
展，就業形勢總體上趨於穩定。

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減少826萬人
從結構上看，2023年末，中國第二產業
法人單位從業人員1.64億人，比2018年末
減少826萬人，下降4.8%；第三產業從業
人員達到2.65億人，增加5,401萬人，增
長25.6%。
王冠華分析說，近年來，中國產業結構

不斷調整，第三產業即服務業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比重在提升。吸納就業能力強是服

務業的重要特徵，所以產業結構調整帶來
了從業人員結構相應發生變化，這符合經
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不少工業企業通過
智能化改造提高生產效率，也帶來了從業
人員調整。

科研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增517萬人
王冠華還表示，五年間，中國服務業的
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成長，科技服務、信息
服務、商務服務等新興服務業快速發展，
吸納就業作用不斷增強。2023年末，信息
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比
2018年末增加507萬人。隨着科技創新提
質增效，企業研發創新活動增多，科學研
究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五年間增加了
517萬人。

二三產業從業人員達4.29億 新興服務業擴大就業
數讀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

（單位：人民幣）
法人單位情況
●2023年末，共有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

產業活動的法人單位3,327萬個，比
2018年末增加1,148.1萬個，增長
52.7%。

從業人員情況
●2023年末，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法人

單位從業人員4.3億人，比2018年末
增加4,574.8萬人，增長11.9%。

●第二產業從業人員1.6 億人，減少
826.3萬人，下降4.8%。

●第三產業從業人員2.6 億人，增加
5,401.2萬人，增長25.6%。

資產負債和營業收入情況
●從資產看，2023年末，全國第二產業

和 第 三 產 業 法 人 單 位 資 產 總 計
1,439.1萬億元。

●從負債看，全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法人單位負債合計975.4萬億元。

●從營業收入看，2023年，全國第二產
業和第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實現營業
收入442.6萬億元，比2018年增長
50.2%。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五年間
增加了517萬人。圖為深圳福田國際量子
研究院內，技術人員在稀釋製冷機旁工
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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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增61.9%
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

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摸清經濟家底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第五

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6日發布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公

報。透過這項每五年開展一次的重大國情國力調查，中國得以摸清經

濟家底。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當天介紹，與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

相比，中國經濟發展在規模總量、結構優化、創新驅動、安全保障、

綠色轉型等方面呈現諸多積極變化。

公報顯示，五年來，研發投入持續加大，2023年，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法人單位R&D（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科

研與試驗發展）人員折合全時當量比2018年增長61.6%；R&D經費

支出增長61.9%。

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自2022年11
月啟動，旨在全面摸底二、三

產業規模、布局、效益及單位基本情
況，掌握經濟聯繫，反映高質量發
展、新發展格局等多方面新進展。

發明專利申請量增65.1%
據介紹，五年來，中國堅持創新在
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中心地位，深入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新質生產力
穩步發展。康義介紹，2023年，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法人單位發明專利申請
量比2018年增長了65.1%。科技創新
賦能產業轉型升級，科技成果加快向
現實生產力轉化，產業高端化發展步
伐加快。2023年末，高技術製造業企
業法人數量佔規模以上製造業的比重
比2018年末提高了2個百分點；高技
術服務業企業法人數量佔規模以上服
務業的比重超過1/4。
此外，五年間，研發投入持續加
大。202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法人
單位R&D人員折合全時當量比2018
年增長 61.6%；R&D經費支出增長
61.9%，與營業收入之比達到了
1.54%，比2018年提高了0.31個百分
點。

新能源汽車產量增6.9倍
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2023年
末，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企業法人
的營業收入佔規模以上製造業企業的

19.1%，比 2018 年提高 2.4 個百分
點。
五年來，中國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
設，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成效明
顯，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逐步形成
中國新的優勢產業。「經過不懈努
力，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已領跑全
球，2023 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到
945.8萬輛，比2018年增長6.9倍，產
量連續9年居全球首位，佔全球的比
重超過60%。」

新的優勢產業逐步形成
康義說，得益於超大的市場規模、
完整的產業體系、豐富的人力資源和
充分的市場競爭，中國的新能源產業
在蓬勃發展，產品性能和質量在不斷
提升，逐步形成中國新的優勢產業。
2023年新能源汽車產量佔全球比重超
過60%，為全球綠色發展貢獻了可持
續的力量。汽車用鋰離子動力電池、
單晶硅、多晶硅等綠色產品產量快速
增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綠
色動能」。
此外，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也在逐步
形成。2023年，太陽能電池（光伏電
池）、風力發電機組產量分別達到
6.5億千瓦、1.4億千瓦，比2018年分
別增長了4.9倍、7.4倍。天然氣、水
核風光電等清潔能源消費比重在不斷
地提高，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
的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家統計局26
日表示，該部門利用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和
有關部門資料，並同步實施城鎮居民自有住房服
務核算方法改革，對普查年度（2023年）國內
生產總值（GDP）進行了修訂。修訂後的2023
年中國GDP為129.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比初步核算數增加3.4萬億元，增幅為2.7%。
國務院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主
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藺濤在當天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解釋說，對GDP數據進行
修訂是國際通行做法，也是中國政府統計一直以
來的工作慣例。根據現行GDP核算制度，中國

年度GDP核算分兩個步驟：初步核算和最終核
實。
其中，初步核算更注重時效性，主要利用專業
統計進度資料，以及一些部門行政記錄的數據進
行推算得到，在每年年初公布上一年的GDP初
步核算數。最終核實則是利用專業統計年報、部
門財務統計資料、財政決算資料等更豐富的基礎
資料對初步核算結果進行修訂。在經濟普查年
份，主要是根據經濟普查獲得的更加全面、準
確、翔實的基礎數據對當年GDP初步核算數進
行修訂，同時也會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修訂，
來保證GDP數據的歷史可比性。

藺濤表示，總的來說，2023年GDP核實後，
2024年中國GDP總量會有所變化，但2024年
GDP增速核算不會受到明顯影響。根據中國現
行GDP核算方法，GDP初步核算主要採用相關
指標增長速度來推算。即先推算出2024年各行
業增加值的增速，再根據這個增速和上年增加值
總量來核算2024年的增加值總量。所以，儘管
2023年GDP修訂數在總量方面會有所變化，但
對2024年GDP增速不會產生明顯影響。
「從過去四次經濟普查的情況來看，數據修訂
對隨後年份的 GDP 增速都沒有產生明顯影
響。」藺濤說。

修訂後2023年GDP為129.4萬億 較初步核算增2.7%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世界銀行12月
26日上調了對中國2024年和2025年經濟增長的
預測，但警告說，家庭和企業信心低迷以及房地
產行業問題將繼續拖累明年的經濟增長。
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華瑪雅
（Mara Warwick）說：「應對房地產行業的挑
戰、加強社會安全網以及改善地方政府財政狀
況，對於實現持續復甦至關重要。」
她在一份聲明中補充說：「重要的是要在短期

支持增長與長期結構改革之間取得平衡。」
得益於近期政策放鬆的效果和近期出口勢頭，
世界銀行預期中國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長率將達到 4.9%，高於其6月份預測的 4.8%。
中國政府將今年的增長目標定為「5%左
右」，並表示有信心實現這一目標。
世界銀行補充說，家庭收入增長放緩和房價下
跌帶來的負面財富效應，預計將在2025年拖累
消費。

據路透本周報道，中國當局已同意明年發行總
規模3萬億元人民幣（4,110 億美元）的特別國
債，這將是有史以來的最大規模，以加大財政刺
激力度提振經濟。不過按慣例要到次年3月份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才會正式對外宣布，在此之
前仍可能有變數。
雖然住房監管機構明年將繼續努力阻止中國房

地產市場的進一步下滑，但世界銀行表示，預計
到2025年末，該行業才會出現轉機。

世行上調中國今明兩年GDP預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何咏前26日在北京稱，希望中澳雙方
繼續深化拓展在傳統和新興領域的經貿合作。
近日，澳洲政府宣布，中國已經取消對澳
洲龍蝦的進口限制。對此，何咏前在當天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澳雙方主管部門
就龍蝦輸華事宜進行了深入、有效的技術溝
通，中方對澳方提供的整改措施進行了評
估，已經依法依規恢復相關產品口岸常規檢
驗檢疫。
何咏前稱，去年以來，雙方按照世貿組織
規則，就關注的經貿問題進行了磋商並取得
成效。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在世貿組
織規則框架下，妥善處理經貿關切。
何咏前表示，中澳經濟高度互補，開展互

利經貿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希望雙方繼
續深化拓展在傳統和新興領域的經貿合作，
推動中澳經貿關係高質量發展。

2023 年中國共有數字

經濟核心產業企業法人

單位 291.6 萬個，實現營業收入 48.4

萬億元人民幣，數字產品製造業企業

營收佔比超四成，數字技術應用業的

企業數量接近五成。普查結果顯示，

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產業化

和產業數字化穩步推進，為經濟社會

發展注入了新動能。

其中，數字產業化取得顯著成效。

五年間，以數字產品製造、服務和應

用為代表的數字產品製造業規模穩步

擴大，發展質量不斷提升。2023年中

國共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企業法人單

位 291.6 萬個，實現營業收入 48.4 萬

億元，佔全部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

位營業收入比重的10.9%。

此 外 ， 在 數 字 經 濟 核 心 產 業 當

中，數字產品製造業的營業收入佔

比超過四成，數字技術應用業的企

業數量接近五成。「這體現出中國

數字產品製造業的規模優勢和數字

技術應用業的發展活力。」國家統

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負責人王

冠華說。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後研究員郭

寒冰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經濟普查首

次納入數字經濟，精準剖析出中國經

濟結構深層脈絡中的數字基因。當下

數字產業化成果斐然，核心產業企業

法人單位數量與營業收入雙升，這背

後是創新驅動與市場需求的雙向奔

赴。郭寒冰認為，企業敏銳捕捉數字

機遇，研發投入增長又將催生新的產

品與服務模式，成為經濟發展的活力

細胞。

郭寒冰指出，產業數字化穩步邁

進，是實體經濟的「數字蝶變」，企

業應用數字技術比例攀升，尤其是製

造業對工業互聯網的擁抱，打破了傳

統生產邊界，也實現了生產效率與質

量管控的飛躍。「從 『製造』邁向

『智造』，重塑產業競爭力，這無疑

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征程中的

關鍵一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首增數字經濟普查
專家：數字機遇重塑產業競爭力
特稿

● 10月24日，在澳洲珀斯的吉龍騰設備車
間內，員工展示岩龍蝦。 資料圖片

●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顯示，五年來，研發投入持續加大，202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法人單位R&D經費支出增長61.9%。圖
為今年7月福建駿鵬智能製造有限公司自動化焊接設備在5G「智慧大腦」操控下有序運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