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
讯员 郑伯坚 文/图） 7 日，在厦
门海沧海关关员的监管下，20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地中海土耳
其 ”轮（MSC TURKIYE）靠 泊
厦门港嵩屿码头（右图），这也是
厦门港今年停靠的第 200 艘 20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停靠艘次创
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40%。

“20 万吨级船舶可搭载 2 万
多个标准集装箱。按最大装载
量计算，200 艘船装载的所有集
装箱首尾相连，可以从南极排
到北极！”据厦门海沧海关船舶
监管科科长汤俊介绍，“地中海
土耳其”轮此次预计在厦门港
停靠 1 天，装载鞋服、家具、日用

品、车用配件等约 3800 个标准
集装箱的货物后，将开往新加
坡等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主要港口。

厦门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满足 20 万吨级船舶全天候进出
港要求的天然深水良港，是全球
巨轮的“打卡”胜地。作为国际交
通重要枢纽，借助共建“一带一
路”重要机遇，厦门港的“朋友
圈”不断扩大，158 条外贸航线
通达 53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
家重点规划建设的四大国际航
运中心之一。近年来，随着船舶
大型化趋势日益显著，20 万吨
级集装箱巨轮来厦“打卡”频次
还将持续增加。

厦门港年停靠20万吨级巨轮
首破200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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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高凌） 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
术创新研究院落成，成为福建省引进的第一家香港高校独资设
立的研发机构，武汉大学在厦门建设“珞珈聚芯（厦门）集成电路
研究院”、中电光谷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在漳州建设“南湖双创产
业园之七首智慧谷”、华南师范大学在龙岩建设“微生物治理技
术开发研究所”……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省科技系统科技招商
业务培训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科技系统聚焦“四大经济”和
我省支柱产业，有的放矢开展精准招商，一批高水平科创平台

（项目）在福建落地，科技招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据悉，2023 年，省科技厅围绕我省“四大经济”、“六四五”产

业新体系的战略需求，瞄准重点国别、国内重点区域、国内外重
点企业，梳理出各类有效科技招商需求 49 项，力争做到科学有
效招商；突出强化省市联动，促成一批招商成果落地，省科技厅
领导分别带队赴省（境）外开展科技招商活动 8 次，举办多场重
大科技招商活动，重点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
创资源密集地区，招引延链补链强链科技创新平台和项目 43
项，总投资超 60 亿元。突出举办重大活动，通过举办首届京闽科
技合作论坛暨京闽（三明）科技项目对接活动、2023 闽港智慧城
市创新技术推介会等，推动招商资源交流汇聚。

厦门科学城集中签约多个重大科技招商项目，其中，中国科
学院理化所“低密度微球及复合材料研究院”转化的首个科技成
果——1000 立方米高性能浮力材料项目已投产，实现当年签
约、建设、投产，已实现营收 1400 多万元……这是今年厦门市推
进科学城建设抓招商的成效之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
全省各设区市科技部门作为当地科技招商的主要负责部门，紧
密结合本地产业创新需求，纷纷出台招商政策，创新开展了各具
特色的科技招商活动，福州市紧紧围绕科创走廊建设抓招商，目
前共落地项目 422 项，投资额 278.98 亿元；厦门市抓实科学城招
商，累计外出拜访企业 194家次，邀请来厦考察企业 188家次，积
极与厦门各区各指挥部进行联动招商，跟进科技招商项目 272
个，预计投资总额 132.09亿元。

为科技企业、创投机构、金融机构提供对接平台，漳州市已
连续 2 年举办科技招商大会，2023 年科技招商大会共签约项目
30 个，总投资 104.6 亿元。泉州市结合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
设抓招商，积极协同晋江、南安两地开展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产
业招商，对接进入招商项目库项目 36 个，计划总投资超 500 亿
元。三明市瞄准重点区域抓招商，2023 年三明·中关村科技园新
增注册 95 家，推动上海科技成果三明转化中心等 5 个两地共建
科技平台项目落地。龙岩市与广东省科学院共建龙岩科技驿站，
推动以广东省科学院为主的各类优质科创资源落地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聚焦“四大经济”和万亿级支柱产业

福建以科技招商
蓄高质量发展“活力源”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陈志鸿） 8 日，记者从福建圣
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用不到 11 个月时间，在甘肃、
河南、安徽完成对 3家肉鸡企业的收购、并购工作。由此，圣农公
司年产能从“十四五”初期的 5亿羽增加到近 8亿羽。

作为国内最大的白羽肉鸡生产企业，圣农公司近年来实行
异地扩张策略，通过到省外收购、并购，完善全国市场布局，推动
产业梯度转移。去年 12月，圣农公司出资 2100万元，认购全国规
模最大的肉杂鸡养殖企业——河南森胜农牧有限公司 15%股
权，正式布局肉杂鸡产业链；今年，圣农公司在前期收购的基础
上，进一步收购甘肃圣越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益，将其直接
纳入圣农公司控制版图,双方于 10月举行并购上市仪式；今年 11
月，圣农公司与该公司高管共同投资并合计持有安徽太阳谷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后者拥有 6500万羽白羽肉鸡年产能。

据悉，圣农公司将对收购、并购的企业加大资本、人才、技术
投入，实施精细化管理、数字化改造，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产品质
量，并择机扩大产能，延伸产业链，开展进出口业务。同时，公司
还将深度整合供应链，促进供应链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
转移，实现收购、并购企业的快速降本和盈利增长，加快形成新
的利润增长极。

国内最大的白羽肉鸡生产企业加快异地扩张步伐

圣农肉鸡年产能
增加至近8亿羽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通讯员 王贻林） 近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公布 2023 年度新确认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名单，厦门新确认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7 家、国家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33 家。目前，厦门市累计培育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 27家、优势企业 76家，示范优势企业总量首次破百，达
到了 103家。

近年来，厦门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创新管理知识产权国际
标准实施试点工作，努力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效能和创新水
平，组织 80 家示范优势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加实施
国际标准首批试点，计划到 2025 年实现全市示范优势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施国际标准全覆盖，并大力推动专利转
化专项计划实施。2022 年以来，累计投入中央专项资金 1680 万
元、地方专项资金超 1.5亿元用于企业获取专利技术、质押融资、
专利开放许可等 11个项目的奖补，有力支撑了企业创新发展。

厦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
企业数量破百

本报讯（见习记者 许可欣） 近日，2023 年福建南平绿色
高质量发展暨碳计量人才峰会在南平举行，国内“双碳”领域院
士专家以及来自国家部委司局、国家碳计量中心、省直单位、高
校等部门和机构的领导、专家参加。

本次峰会由南平市委、市政府和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共同主办，以“碳计量助力绿色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举行福建南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暨碳计量人
才峰会、“双碳”产业武夷高峰论坛等活动，旨在分享观点、发布
成果、对接项目、助推产业，更加有效地集聚“双碳”人才，推动

“双碳”计量的标准和实践创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双
碳”人才高地，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

通过本次峰会的平台载体，南平也通过线上线下等多渠道
对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武夷
山水品牌等进行集中宣传和推介，部分与会嘉宾还在南平延平、
建阳、邵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相关人才项目对接。

南平有“绿色金库”“南方林海”之誉，森林覆盖率 78.89%、
森林蓄积量 2.02亿立方米，均居福建省前列，并拥有国家节能减
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城市、智慧城市试
点等多项国家级绿色“金牌”。

碳计量助力
南平绿色高质量发展

读懂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数据最有说
服力。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 亿多中国人民团结
奋斗、锐意进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通过 10 组数据，记录经济社会前
进步伐，展现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
力和成就，揭示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必然。

超过120万亿元：经济实力
实现历史性跃升

1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发展
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2013 年 至 2022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从 59.3 万亿元增长到 121 万亿元，年
均增长 6%以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
量达 18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从 43497元增长到 85698元。

2020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年
均增长达到 4.5%，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2.5 个
百分点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

10 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的“稳定
器”和“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2.3%上升到 18%以
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
30%。

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
第一年。中国经济成功顶住外部压力、克服
内部困难，实现回升向好，前三季度 GDP 达
913027 亿 元 ，按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同 比 增 长
5.2%；全年预计能实现 5%左右的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
诸多国际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
奈特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引
擎，贡献全球增长量的三分之一。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国 民 经 济 综 合 司 负
责人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
地 广 ，长 期 向 好 的 基 本 面 没 有 变 也 不 会
变，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
发展，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
动力、新机遇。

超 4亿：世界上规模最大
中等收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16500 元增加到 36883 元，形成了超 4 亿
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
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
贫 1000 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
口数量，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
献率超过了 70%。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随着脱贫攻
坚各项政策落地和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
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
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2.88∶1降至 2.45∶1。

当前，超 4 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引领
中国消费市场实现“增量创新”。未来 15 年，
中等收入群体预计超过 8 亿，将进一步推动
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

44万亿元：消费“主引擎”
动力强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
可循环。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 23.8 万亿元增长至 44 万亿元，稳
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
场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
部环境不确定性，着力锻造强大而有韧性的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有 7个年份超过 100%。

2023 年，电影暑期档票房首次突破 200
亿元，观影人次 5.05 亿；中秋国庆假期全国
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亿人次，按可比口径
同 比 增 长 71.3%；快 递 年 业 务 量 首 次 突 破
1200 亿件……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3.2%，其中三季
度贡献率升至 94.8%，消费“主引擎”作用进
一步凸显。

拥有 14 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中等收入群体，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畅通循
环，这是中国经济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阔
步向前的底气所在。

激 发 民 间 投 资 信 心 ，提 振 汽 车、电 子
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提高“一老一小”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实施“县域商业
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
略基点，一系列举措助力增强国内大循环
的内生动力。

“中国消费潜力较大，人口规模也较大，
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
持续恢复向好，中国总的消费趋势将持续向
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

1100万人以上：城镇新增
就业连续保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万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

工作，切实把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根基工程，近年来更是明确将就业作
为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把稳就业提高到战
略高度通盘考虑，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推动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显著扩大。2012 年
以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保持在
1100 万人以上；截至 2022 年末，累计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超 1.4亿人。今年 1至 10月，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 1109万人。

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
位置，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
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
安康托底。

目前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员
全覆盖，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 10.6亿人、2.4亿人、3亿人，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连续多年上
调基础上，2023 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
涨 3.8%，有力增进了人民福祉。

42万亿元：外贸规模不断
实现新突破

自 2017 年起连续 6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地位、民营企业年度进出口规模所占
比重首超 5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
贸易额年均增长 8%……10 年间，我国外贸
不断实现新突破，2022 年进出口总值超 42
万亿元。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超 34万亿元。

建设贸易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
势，到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不断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再到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发
展数字贸易……近年来，瞄准贸易强国目
标，一系列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对外贸易国
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2020 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首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 年跨
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2 万亿元，数字
贸易总规模再创历史新高；2022 年出口国
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14.7%，连续 14 年
居全球首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庄芮表示，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
强国纵深推进，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
有力支撑。

20.4 万亿元：财政“蛋糕”
日益壮大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我国财政实力更加雄厚；适应经济形势

和任务的变化，财政积极履行职能，分好用
好财政“蛋糕”，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财政“蛋糕”日益壮大。党的十八大以
来，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财政收入
从 2013 年的约 12.9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约 20.4 万亿元。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财政收
入达 187494亿元，同比增长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
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10 年来，我国经济
发展稳步推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做
大财政“蛋糕”的重要支撑。

财政支出方面，全国财政支出从 2013
年的约 14万亿元增加到 2022年的约 26.1万
亿元，教育科技、基本民生、农业农村等重点
领域支出有力有为。

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
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连续实施大规模减
税降费，税收收入占我国 GDP 比重从 2018
年的 17%左右已下降至 2022 年的 13.8%；保
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10 年来，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
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
复杂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
撑和重要抓手。”何代欣说。

1.3万亿斤以上：粮食产量
连续9年稳产增产

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
地严重洪涝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全国粮
食再获丰收，总产量 13908.2 亿斤，比上年
增加 177.6 亿斤，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
以上。

近年来，面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农资
价格高企等形势，我国粮食生产稳产增产、
14 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为稳预期、稳
物价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着力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
增产。农业农村部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
粮食生产，实施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加
力扩种大豆油料。大食物观逐步树立，各地
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在措施上，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物质基础：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

在政策上，加快健全机制保障：健全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
对机制，加快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严
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考核。

粮稳天下安。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万亿元：科研经费创新高
创新驱动显成效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 2012 年的 1 万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3.09 万亿元，研发投
入强度从 1.91%提升到 2.55%；基础研究投
入 占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比 重 由 4.8%提 升 至
6.3%；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新一轮科
技 革 命 与 产 业 变 革 带 来 的 重 大 机 遇 与 挑
战，我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经
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创新第一动力作用
日益凸显。

2022 年 中 国 创 新 指 数 达 到 155.7，比
2021 年增长 5.9%；自 2015 年以来年均增长
6.5%。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跃升，我国成
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员。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1 位，连续十年稳
步提升，位居 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

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2022 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等“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210084 亿元，相当
于GDP的比重为 17.36%，比 2015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以“三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不断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已成为带动经

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10 年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

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
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
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
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
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58亿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加快形成

10 年间，中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平均 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
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超额完成
到 2020 年碳排放强度下降 40%至 45%的目
标，累计减排二氧化碳 58 亿吨，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极稳定经济运行
的同时，全国上下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21 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2 年累计降低 26.4%，年
均下降 3.3%；在此基础上，2022 年，能耗比
上年下降 0.1%。

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截至 2022 年
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10 年增长 2.8 倍、
达到 12.7 亿千瓦，占全部装机的 49.5%；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 7.8 个百分点、达到
17.5%。能源安全保障迈上新台阶，煤、油、
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
系不断完善。

创新发展走上新赛道，清洁能源产业形
成全球领先优势，高效光伏发电、大容量风
电、“华龙一号”核电、新型储能等新技术研
发应用加快推进，能源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
断涌现。

污染治理成效继续显现。2022 年，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
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3.3%。地表水环境继
续改善。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
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为 87.9%，上升
3个百分点。

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巩固。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性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10 年来，全
国累计完成造林 10.2亿亩，人工林面积稳居
世界第一。

超 600 万公里：综合交通
网络四通八达

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的总里程超过 600
万 公 里 ，其 中 铁 路 运 营 里 程 15.5 万 公 里 ，
公路通车里程 535 万公里；港口拥有生产
性 码 头 泊 位 2.1 万 个 ，民 用 颁 证 机 场 达 到
254 个……

截至 2022 年底的数据，我国建成“全球
最大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
群”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开通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 300 余条，
海运服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国
家，国内航空公司经营国际定期航班通航
62 个国家的 153 个城市，邮政快递通达全球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交通运输高质量
发展培育新优势，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
其流”。

补短板、锻长板，传统基建持续发力；促
发展、增后劲，新基建提供强大支撑。

截至今年 10月末，5G基站总数达 321.5
万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加速应用突破；5G 由生产外围向核心控
制环节延伸……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
网络，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
基础设施。

前所未有的“四横三纵”国家水网主骨
架和大动脉正在形成；全球电压等级最高、
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
型电网已经建成……10 年间，在重大交通
枢纽工程、水利工程、信息基础设施、国家
战略储备等方面，我国取得了诸多世界领
先成果，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跨
越式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