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研發投入強度2.68% 超歐盟平均水平
基礎研究經費同比增10.5% 創新投入持續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中華人民

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公報顯示，

2024年，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主要目標任

務順利完成，中國式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值得關注的是，科技創新能力不

斷增強，創新投入持續增加。2024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68%，比上年

提高 0.1 個百分點，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其中基礎研究經費比上年增長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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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2月28日召開會議，討論國務院擬提請第十四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
作報告》稿。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過去一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統攬全局、沉着應變，團結帶領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順利完成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

任務。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高
質量發展扎實推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中國
式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
會議強調，今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

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

十大和二十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按照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
新發展格局，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現代
化產業體系，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實施更加
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科

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穩住樓市股市，
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和外部衝擊，穩定預
期、激發活力，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不斷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高質
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為實現「十
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要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

公報顯示，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
費支出36,130億元（人民幣，下同），比

上年增長8.3%，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68%，
其中基礎研究經費 2,497 億元，比上年增長
10.5%，佔R&D經費支出比重為6.91%。截至年
末，納入新序列管理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206
個，國家發展改革委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1,798
家。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累計設立36隻
子基金，資金總規模624億元。國家級科技企業
孵化器1,606家，國家備案眾創空間2,376家。全
年授予發明專利權 104.5 萬件，比上年增長
13.5%。PCT專利申請受理量7.5萬件。中國公
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到15.37%。

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14件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盛來運指出，重大科技成果

不斷湧現，大國重器持續「上新」，凸顯了中國
創造硬實力。知識產權創造量質齊升，截至2024
年末有效發明專利達568.9萬件，每萬人口高價
值發明專利擁有量14件。創新成果加速轉化，
更多專利走出「實驗室」走向「產業鏈」。2024
年，企業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達53.3%，全國
技術合同成交額比上年增長11.2%。
盛來運表示，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新舊動能轉
換破局成勢的關鍵階段，各方面錨定高質量發展
首要任務不動搖，科學把握穩與進、立與破的辯
證關係，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
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新舊動能平

穩接續轉換，高質量發展動能更加充沛、基礎不
斷夯實。

服務機械人產量1051.9萬套
公報顯示，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全年規模以

上工業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
7.7%，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為34.6%；高
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8.9%，佔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比重為16.3%。新能源汽車產量1,316.8萬
輛，比上年增長38.7%；太陽能電池（光伏電
池）產量6.8億千瓦，增長15.7%；服務機械人
產量1,051.9萬套，增長15.6%；3D打印設備產
量341.8萬台，增長11.3%。
盛來運稱，新需求不斷催生高品質產品供給，
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中，智能車載設備製造、
智能無人飛行器製造行業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
25.1%、53.5%；虛擬現實設備、充電樁、新能
源汽車等新產品產量分別增長59.4%、58.7%、
38.7%。

截至年末共有5G基站425萬個
此外，現代基礎設施體系更加完善。高速鐵路

網進一步織密，2024年末高速鐵路營業里程達4.8
萬公里，佔世界高鐵總里程的70%以上。數字基
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截至年末共有5G基站425
萬個，「5G+工業互聯網」項目超過1.7萬個，實
現41個工業大類行業全覆蓋。千兆光網建設有序
推進，全年新增光纜線路長度856萬公里，年末

光纖接入端口達
11.6億個。
盛來運指出，

中國發展面臨的
機遇與挑戰並
存，但有利條件
多於不利因素，
發展基礎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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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的
大勢沒有變，發展
的「時」與「勢」
依然佔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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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新辦2月
28日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2024年國務院
部門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和全國政協提案工作有關
情況。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言人邢慧娜表示，2024
年，國務院各部門共承辦全國兩會人大代表建議8,783
件、政協提案 4,813 件，分別佔建議、提案總數的
95.1%、96.1%，均已按時辦結。
據介紹，國務院各部門把建議提案辦理工作作為年
度重點專項工作，提供優勢資源，創新方式方法，加
強建議提案辦理全周期全過程溝通交流，推動建議提
案辦理質效進一步提升。邢慧娜表示，各部門共採納
代表委員所提意見建議5,000餘條，出台相關政策措施
2,000餘項，有力推動解決了一系列關係改革發展和人
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難點問題。在促進經濟高質量
發展，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推進
鄉村全面振興，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領域取得新的工作
成效。

民政部：建議提案涉養老社會救助等
民政部副部長唐承沛表示，2024年，民政部共承辦

全國人大代表建議313件、全國政協委員提案174件，
主要涉及老齡養老、社會救助、社會事務等方面，都
已經按時辦結。近年來，不少代表委員就完善低收入
人口監測預警機制、加強剛性支出困難家庭救助、提
高救助保障水平、發展服務類社會救助等提出建議和
提案。民政部加強政策供給，拓展社會救助的覆蓋
面，推動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專項救助向低保
邊緣家庭成員、剛性支出困難家庭成員拓展。狠抓政
策落實，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的底線。

自然資源部：124件建議提案與找礦相關
自然資源部副部長許大純介紹，2024年，該部（含

國家林草局）共辦理建議提案1,487件，其中人大建議
886件，政協提案601件，已全部按時辦結。有124件建
議提案與新一輪找礦行動相關。據介紹，行動實施以
來，已在新區找到了10個億噸級的油田，19個超千億方
的氣田，10個大型的鈾礦床，發現了全球首個超深水、
超淺層的天然氣大氣田。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要的
鋰、鈷、鎳、稀土等也都實現重大的資源儲量增長，為
新興產業的供應鏈、產業鏈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2024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全部按時辦結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召開在
即，香港文匯報記者2月28日探

訪全國人大香港、澳門代表團駐地北京飯
店，安全保衛、會議、餐飲等各項服務保障
工作已準備就緒。工作人員們忙碌而有序地
穿梭在各個角落，為即將到來的代表委員們
做好最周到的準備。

智能安檢通道調試完畢
在北京飯店駐地大門口，香港文匯報記者
看到多名清潔人員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清掃
工作，將門前的台階、入口處全部沖刷得乾
乾淨淨。台階兩側擺上了生機勃勃的盆栽，
迎接代表委員的到來。步入駐地大廳，兩條
智能安檢通道已經調試完畢，安保人員全天
候值守。經過安檢設備自動識讀卡片證件，
代表委員即可通過「無感通行」快速入場。
安檢屏幕上已顯示「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和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的字樣。
通過安檢後，兩盆寓意着「國家繁榮昌

盛、人民幸福」的杜鵑花鮮艷奪目，令人賞
心悅目。大廳角落，一台多功能讀報機已就
位，代表委員可以在這裏閱讀兩會的最新資
訊。還有一家「京味元素十足」的紀念品商
店，冰糖葫蘆冰箱貼、卡通京劇擺件、故宮
拼圖、精緻陶瓷杯……琳琅滿目的商品讓代
表委員們可以選購心儀的紀念品帶回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暢 北京報道

北京飯店科技賦能迎港澳代表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全方位擴大內

需擺在首位，強調「大力提振消費、

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充分表明

了對擴大內需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馬

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占斌在人民日報「高質量發展

故事匯」專欄指出，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既是應

對外部衝擊、穩定經濟運行的有效途徑，也是增強

戰略主動的長久之策。

推動消費結構升級
張占斌分析說，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貿易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地緣政治衝突帶來的外部衝

擊和外需下降，疊加國內需求不足，使得中國經濟

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與此同時，中國經濟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擴大內需有助於

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充分釋放國內消費潛力，推動

消費結構升級，促進經濟增長。

從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來看，大國經濟的特徵

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中國具有全球最

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有強大的生產能

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擁有超過1.8億戶的經營主

體和 1.7 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技能的人才資

源，還有 14 億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

場，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具有巨大的市場資源優

勢。

增強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
張占斌並重點分析了「擴大內需是掏空老百姓的

錢包」、「『兩新』政策是短期刺激政策」、「擴

大內需意味着放棄國外市場」等三個錯誤觀點。其

中針對「擴大內需意味着放棄國外市場」，張占斌

分析指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取得的一個巨大的

成就，就是不斷開拓國際市場，勇敢地融入了全球

化的進程。中國大量商品走向世界，為世界經濟發

展作出了貢獻，同時也帶動了國內經濟的發展。新

時代新征程，我們着眼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考

量，需要全方位擴大內需，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

揮出來，着力構建一個以內需為主導、國內國際市

場聯動的新格局。

他進一步指出，在很多時候，擴大內需有助於推

動企業加快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產品質量和技術

水平，進而增強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

拓展國外市場。這使得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相互促

進、相輔相成，為企業經營和經濟發展增強抗風險

能力。 ●《人民日報》

駁三謬論 學者挺全方位擴大內需
特稿

特寫

●2024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68%，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其中基礎研
究經費比上年增長10.5%。圖為2月24日在湖北武漢格藍若智能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團隊成員在調試人形
機器人。 新華社

●在北京飯店內「京味元素十足」的紀念品
商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