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4年國民經濟保持年均5.5%的增長速度。圖為7月7日，工作人員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一汽-大眾華北
基地焊裝車間檢查車輛。 新華社

「十四五」中國經濟增量料超35萬億
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 是全球發展最穩定最可靠最積極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

道）7月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高質

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首場發布

會，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十四

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成就。香港文匯報記

者獲悉，「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量預

計將超過3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每年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

中國已成為世界發展最穩定、最可靠、最積

極的力量。過去4年國民經濟保持年均5.5%

的增長速度，其中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

獻率為86.4%，內需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

主動力和穩定錨。2021年至今年5月，外商

累計對華直接投資4.7萬億元，超過「十三

五」期間總額。中國民營企業增加到5,800多

萬戶，比「十三五」末增長超過40%。

20252025年年77月月101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

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陳思夢文 匯 要 聞A3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李強：提升「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全球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

地時間7月8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
里約熱內盧出席在巴西中資企業座談
會。中國銀行、長城汽車、國家電
網、金風科技、中糧集團、格力電
器、大華技術、中天科技等企業的當
地負責人參加。
在聽取企業代表發言後，李強表

示，這些年，中國企業「走出去」步
伐加快、國際化經營能力增強，對國

內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也在日益上升。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頂住壓力，持續
回升向好，從上半年表現看，增長有
韌性，內需有潛力，創新有亮點。中
國經濟完全有能力抵禦任何外部衝
擊、實現長期穩健增長，將始終是海
外中資企業發展的堅實後盾。政府部
門將做好對企業的服務和保障，進一
步加強各類經貿合作機制平台建設，
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在政策諮

詢、金融、信用保險、安全保障等方
面，研究出台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
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好環境、提供更多
便利。

打造過硬品牌 加強前瞻布局
李強指出，當前國際經貿格局正在

發生深刻變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
上升，各種貿易投資壁壘增多，同時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深入

推進，對企業來說有挑戰也有機遇。
希望中資企業順時應勢、積極行動。
要打造過硬品牌，加強前瞻布局，提
升「中國製造」「中國創造」的全球
競爭力。要深耕本地市場，為消費者
提供更多暢銷對路的產品和服務，並
以巴西為平台輻射更廣闊的拉美市
場，努力實現更大發展。要尊重當地
法律制度和文化習俗，依法合規開展
經營，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努力塑造

負責任、有擔當的中國企業形象。
與會企業代表表示，中資企業將

立足自身優勢和特點，加強合作，
有效應對各類挑戰，堅持扎根當
地，依法合規穩健經營，持續拓展
金融、能源、農業、科技創新等領
域業務，維護海外中國企業良好形
象，使中國同巴西等拉美國家建立
更加緊密的經貿投資關係，更好實
現互利共贏。

中國「十四五」其他發展亮點
經濟

●2024年中國經濟三大引擎京津冀、長三
角、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體量佔全國的
40%以上

●「十四五」以來每年製造業增加值都超
過3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中國連
續15年穩坐全球製造業「頭把交椅」，
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世界第一

●2024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
萬億元，海運量和貨櫃吞吐量約佔全球
1/3

科創

●去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規模比「十三
五」末增長近50%，增量達到1.2萬億
元；研發投入強度提高到2.68%，接近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
均水平

●第一艘國產電磁彈射航母福建艦下水；
第一座中國空間站「天宮」全面建成運
營，「嫦娥六號」實現全球第一次月球
背面無人採樣返回；「祝融號」火星車
首次登陸火星；「嫦娥5號」帶回月壤
已與6個國家開展共享研究；「祖沖之
三號」量子計算原型機領跑全球；「東
方超環」核聚變實驗裝置刷新世界紀錄

●2024年中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比「十
三五」末增長42%

●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研發人員隊
伍，全球百強科技創新集群數量達到26
個、佔比全球第一，高新技術企業超過
46萬家

民生

●中國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
會保障體系、醫療衞生體系，義務教育
鞏固率和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
參保率都在95%以上

●推動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
就讀或享受政府購買學位比例達到
97%，比「十三五」末提高11.2個百分
點

●長期護理保險參保人員超過1.8億，託
位數達到574萬個，比「十三五」末增
長125%

基建

●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架「6軸7廊8
通道」目前建成率已經超過90%，覆蓋
超過80%的縣，服務90%左右的經濟和
人口

●高速公路充電樁數量4年翻了兩番多，
覆蓋了98.4%的高速公路服務區

●全國約90%縣級行政中心實現30分鐘上
高速，50萬人口以上城市高鐵覆蓋率達
到97%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介紹，5年前制定「十
四五」規劃綱要各項主要指標中，經濟增長、全

員勞動生產率、全社會的研發經費投入等指標進展都
符合預期；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人均預期壽命、糧食
能源的綜合生產能力等8項指標進展超過預期；規劃
確定的戰略任務全面落地，部署的102項重大工程順
利推進。總的來看，這5年取得了新的開創性進展，
突破性變革，歷史性成就。中國已成為世界發展最穩
定、最可靠、最積極的力量。
鄭柵潔進一步指出，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
獻者，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120萬億、130萬
億元，今年預計可以達到140萬億元左右。增量預計
超過35萬億元，相當於廣東、江蘇、山東前三個經濟
大省2024年的總量，超過長三角地區的總量，也超過
世界排名第三國家的總量，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保持在 30%左右；前四年經濟增速平均達到
5.5%。他稱，像中國這麼大的體量和增量，又經受了

世紀疫情、貿易霸凌等衝擊，在這麼大的基數上，能
保持這樣的增速，在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

內需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達86.4%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並極具增長潛力的國內市場，

內需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和穩定錨，『十四
五』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再次充分證明這一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袁達表示，2021年至2024年，
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5.5%的較快增長速度，其中內需
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86.4%，最終消費對中國
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56.2%，比「十三五」期
間提高8.6個百分點。可以說，沒有強大的國內市
場，就沒有穩定向好的中國經濟。
袁達介紹，過去4年，投資積累的資本形成對中國
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0.2%。投資對優化供給結
構的關鍵作用充分發揮，更加注重補短板、利長
遠。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超「十三五」
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吸引和利用外資是對
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
兵在會上表示，2021年至今年5月，外商累計對華直
接投資4.7萬億元，超過了「十三五」期間的總額。
外資企業貢獻了中國1/3的進出口、1/4的工業增加
值、1/7的稅收，創造了3,000多萬個就業崗位。外資
企業的蓬勃發展，是對中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營商環境的生動詮釋，是對中國外資政策的最佳肯
定。「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是外商理
想、安全、有為的投資目的地。」
鄭柵潔表示，中國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好，全國統一
大市場「四樑八柱」基本建立起來，民營經濟促進法
頒布施行，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清零」，全國外資
准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縮減到29項，民營企業增加到
5,800多萬戶，比「十三五」末增長超過40%。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

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表

示，在外部環境複雜多變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穩定

增長再次印證了內需作為「壓艙石」的關鍵作用。過

去 四 年 間 ， 內 需 對 經 濟 增 長 的 平 均 貢 獻 率 達 到

86.4%，這一數據不僅凸顯了國內市場的超大規模優

勢，更揭示了中國經濟在承壓前行中形成的獨特發展

邏輯。

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負責人介紹，過去四年最終消

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56.2%，比「十

三五」期間提高8.6個百分點，消費領域新產品、新

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蘇劍認為，數據折射出居民

消費結構的深刻轉型。智能終端的普及印證了技術賦

能消費的浪潮，360全景運動相機、AI智能眼鏡等新

品類的爆發式增長，既展現了產業鏈創新的成果，也

反映出消費者對智能化、個性化產品的旺盛需求。國

潮經濟的崛起則彰顯了文化自信對消費市場的重塑，

非遺體驗、城市漫步等新興業態的走紅，說明消費場

景的邊界持續拓展。

今年以來，相關部門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

蘇劍指出，以舊換新政策的擴內需效應正加速顯現。

通過真金白銀的補貼直接降低消費門檻，激活大宗消

費需求，帶動相關產業鏈發展的同時，還能倒逼企業

加大技術改造和產品迭代力度，促進產業升級和轉

型。更深層次看，以舊換新政策已超越短期刺激範

疇，成為構建長效內需體系的關鍵舉措。

改善民生釋放更大消費潛力
據最新數據顯示，過去四年投資積累的資本形成對

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0.2%。「投資結構的

優化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30.2%的貢獻率背後是投

資導向的深刻變革。」蘇劍提到，在「兩重」建設框

架下，國家戰略與民生需求的結合更加緊密，核電領

域民間資本參股比例突破20%的突破，彰顯了市場機

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速

持續多年快於整體投資增速，一大批國家重大科研

基礎設施等紛紛落成，更加注重增強發展後勁。值

得注意的是，投資對民生領域的傾斜取得顯著成

效，過去 4 年 780 萬套保障性住房的建成不僅解決

2,000 萬人的居住問題，更通過改善民生釋放出更大

的消費潛力。

此外，消費與投資的良性互動構建起經濟循環的新

範式，消費升級倒逼產業升級，投資優化又反過來提

升消費能級，這種互動機制在數字經濟時代展現出更

強韌性。蘇劍表示，站在「十四五」收官之年回望，

內需貢獻率86.4%的數據不僅是階段性的成績單，更

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里程碑。當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持

續增加，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正通過消費升級、

投資增效、循環暢通不斷強化，為高質量發展構築起

堅固防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經濟循環新範式：消費投資良性互動
專家解讀

內地加力落實一次性擴崗補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務院
辦公廳9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大穩就業政策支持
力度的通知》（下稱《通知》），進一步加大穩就
業政策支持力度。其中，明確提出要加力落實一次
性擴崗補助。對吸納16—24歲登記失業青年就業，
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並按規定為其足額繳納失業保險
費、工傷保險費、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3個月以上
的企業和社會組織，按照每人不超過1,500元（人
民幣，下同）的標準發放一次性擴崗補助，政策執
行期限至2025年 12月底。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
解，多地已從2024年開始執行該政策，今次《通
知》印發後，各地落實力度有望加大。

官方數據顯示，5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
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4.9%，比上年同期高0.7
個百分點；外來農業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9%，
比上年同期高0.4個百分點。這說明，高校畢業生
和農民工兩個重要群體就業承壓。有業內人士表
示，《通知》印發正當其時，在分領域、分類別專
門政策發力的同時，推出面向全部領域行業的穩就
業政策，有利於在下半年穩住企業招聘預期，加力
崗位挖潛擴容。

擴大以工代賑範圍規模
激勵企業擴崗吸納就業方面，《通知》提出，擴

大社會保險補貼範圍，對重點行業領域的中小微企
業吸納重點群體就業並按規定為其繳納有關費用
的，按照個人繳費額的25%給予社會保險補貼。擴
大以工代賑政策覆蓋範圍和項目實施規模，廣泛吸
納重點群體就業。
對於穩就業，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
教授趙忠認為，首要任務是穩定經營主體和勞動者
發展環境與預期。一方面，通過制度性建設與政策
手段，增強企業與勞動群體抵禦外部環境變動可能
帶來風險的能力，進而穩定其預期；另一方面，借
助勞動收入增加與收入分配改善，做大國內消費市
場，做強國內大循環。

●內地進一步加大穩就業政策支持力度。圖為4月23
日，學生在青海建築職業技術學院招聘會上查看企業
招聘需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