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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月16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事故
向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尼泊尔发生客机坠
毁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代表中国
政府和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

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尼泊尔总

理普拉昌达致慰问电。

就尼泊尔发生客机坠毁事故

习近平向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致慰问电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三年抗疫实践系列述评之五

兔年春节临近，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检票闸机口，秩序井然。
春运开启第九天，全国共发送旅客约3.44亿人次，流动中国不断恢复
生机与活力。

三年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在有效应对全球五波疫情冲
击、有效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经济保持了4.5%左右
的年均增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将
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发展
高效统筹取得实效

应对世纪疫情是一场大战大考，关键
是如何做到既保生命、保安全，也保经济、
保民生。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因时因势、科学决策，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前进方
向、提供重要遵循。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放在“六个更好
统筹”首位，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对精
准把握二者之间辩证关系和推动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作出了重要指引。

坚持科学决策、创造性应对——
十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先后印发、

二十条优化措施和新十条优化措施先后出
台、由“乙类甲管”正式调整为“乙类乙
管”……我国始终坚持科学、精准、主动，不
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
现最大防控效果。

保持战略定力、稳中求进——
从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到突出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加强各类政策协调
配合，我国始终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及时果断进行一系列重大部署，不断加大
宏观调控力度、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最
大程度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回首三年，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
挑战，我们交出一份殊为不易的成绩单：

2020 年，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2021年，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20万亿元。

关键时出手 要害处发力
最大限度稳住基本盘

一边是疫情反复冲击，一边是外部环境
更趋严峻、多重压力不断叠加。三年来，党
中央察大势、把方向，在关键时出手、于要害
处发力，牢牢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这是稳大盘
的底气所在。

推出“降、缓、返、补”组合拳、出台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将大规模增值税留
抵退税扩围……从中央到地方，对市场主
体的纾困帮扶力度空前：2020年，新增减税
降费超2.5万亿元；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
超1万亿元；2022年，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
缓税缓费超过4万亿元。密集出台的政策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应对困难的底气。

多措并举保产业链供应链，这是经济
社会运转的基础。

从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白名

单”制度，到搭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协调
平台，打出保畅稳链“组合拳”；从足量发
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到公路及航道、
船闸防疫检查点“应撤尽撤”，打通交通

“主动脉”“微循环”……逐个攻关重点地
区突出问题，保交通物流畅通，稳产业链
供应链运转。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必须守好
的底线。

春运返乡，农村地区群众用药就医牵
动人心。近日，多部门紧急联合生产企业
向农村地区免费供应医用制氧机1万余台。

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是统筹的应
有之义。三年来，从确保生活物资供应不
断、“粮袋子”“菜篮子”产品量足价稳，到做
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强化
对特殊困难群众的兜底……切实兜牢民生
底线，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既谋当下 又计长远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越是形势严峻，越要坚定高质量发展
的信心与决心。三年来，我国将抗疫情、稳

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推动高质
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统筹发展与安全——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

斤，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统筹
部署的一系列粮食稳产增产举措落地见
效，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有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维护能源安
全；锻长板补短板，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既抓好发展这
个第一要务，又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
大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
从C919振翅蓝天到全面推进 6G技

术研发，在与疫情的持续斗争中，我国始
终聚焦自立自强的科技政策，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
位一体推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
新驱动发展，努力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

持续深化改革——
对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要战

略部署，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四
梁八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以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2035 年）》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行长远
谋划……一个个重大部署着力激发高质量
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
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一定能做好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
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起好步。

据新华社电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并发布报告

今年欧美经济
增长前景黯淡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16日电 世界经济
论坛2023年年会16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
拉开帷幕。这是该论坛年会自新冠疫情暴发后
首次于冬季以线下方式举行。

本次年会主题为“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
作”，将持续至20日。年会汇聚全球约2700名
政界、商界、学界和媒体代表，侧重如何应对粮
食和能源危机，如何应对高通胀、低增长和高负
债，如何应对工业不景气，如何应对社会脆弱性
问题，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等五大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16日发布《首席经济学家展
望》报告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受地缘政
治局势紧张、美欧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等
因素影响，今年世界经济预计陷入衰退，欧美国
家经济增长前景尤为黯淡。

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首席经济学
家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预计出现衰退。

报告显示，所有受访经济学家均预测，2023
年欧洲经济增长“疲软”或“非常疲软”；91%的经
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疲软”或“非常疲软”。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
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
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其前身是1971年由施瓦
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
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

我国已有近2000万人
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个人养老金制度

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第三支柱保险中有国
家制度安排的部分。记者17日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获悉，截至2022年末，已有近2000万人
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去年11月25日，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
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36个城市或地区先行
实施，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先行城市或地区符合条件的群众可自愿参加个
人养老金，年缴费上限为12000元。

依照规定，参加人需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账
户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通账户后，参加
人可向资金账户缴费并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
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并
可按12000元/年的限额标准享受递延纳税。据
专家测算，仅从缴纳环节看，年收入超过6万元
的参加人，根据年收入水平不同，个人养老金可
每年节税几百元至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

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可避免存
在投资风险。《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强调，不得
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
养老金产品。

国家药监局：

严打假劣新冠治疗药品
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药监局组织全

国药品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制售假劣新冠病
毒感染治疗药品的监测、摸排、检查和案件查办
力度，在收网行动中现场查获一批假冒Paxlovid
（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及未经批准
进口药品等。经检验，查获的部分产品不含有
效药品成分或非法添加其他药品成分。目前，
案件正在由公安部门依法办理中。

这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的。为深入排查
风险、消除隐患，切实保障公众用药需求和用药安
全，针对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非法销售来源不明的
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品线索，多地药品监管部门
采取线上监测和线下摸排相结合的方式，深挖案
源、严查违法。在统一指挥下，地方药品监管部门
会同属地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已捣毁部分犯罪团
伙及窝点，发现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司法机
关。同时，国家药监局正依法依规推动新冠病毒
治疗药物研发上市，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粮 食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
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表示，初步
核算，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1210207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3%。国民经济
顶住压力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再上
新台阶。

统计数据显示，按年均汇率计
算，120万亿元折合美元约18万亿
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022年
我国人均GDP达到85698元，比上
年实际增长3%，按年平均汇率折
算，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
持在1.2万美元以上。

“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
高，意味着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
生产力、国际影响力、人民生活水
平进一步提升，意味着我国发展基
础更牢、发展质量更优、发展动力
更为充沛，意味着我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空间广且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局
长康义说。

从经济增速来看，康义表示，
现在德国公布了全年经济增速预
估数，为1.9%；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预测，美国、日本2022年
GDP增长都不会超过2%，“在这么
多超预期因素反复冲击下，我国
3%的GDP增速是一个比较快的增
长速度”。

“总的来看，2022年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经济总
量持续扩大，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
复基础仍不牢固。”康义说，下阶段，
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努力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全国粮食产量
68653万吨

2022年全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68653万吨，比上年增加
368 万吨，增长 0.5%。其中，
夏粮产量 14740 万吨，增长
1.0%；早稻产量2812万吨，增
长 0.4%；秋粮产量 51100 万
吨，增长 0.4%。全年猪牛羊
禽肉产量 9227 万吨，比上年
增长3.8%。牛奶产量3932万
吨，增长6.8%；禽蛋产量3456
万吨，增长 1.4%。年末生猪
存栏 45256 万头，增长 0.7%；
全年生猪出栏69995万头，增
长4.3%。

城镇新增就业
1206万人

2022年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 1206 万人，超额完成 1100
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2022 年 12 月，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 5.5%，比上月下降
0.2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
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7.9
小时。全年农民工总量29562
万人，比上年增加 311 万人，
增长1.1%。其中，本地农民工
12372 万人，增长 2.4%；外出
农 民 工 17190 万 人 ，增 长
0.1%。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
4615元，比上年增长4.1%。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83元

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2.9%，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1.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3%，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4.2%。

人口自然增长率
-0.60‰

2022 年全年出生人口 956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6.77‰；
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
率为 7.37‰；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0.60‰。从性别构成看，男
性人口 72206 万人，女性人口
68969 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69（以女性为 100）。从年
龄构成看，16 岁-59 岁的劳动
年龄人口 87556 万人，占全国
人口的比重为 62.0%；60 岁及
以上人口 28004 万人，占全国
人口的19.8%。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72138亿元

2022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572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1%。分领域
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制造业投资增
长9.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0%。民间
投 资 增 长 0.9% 。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8.9%，快于全部投资13.8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总额
420678亿元

2022 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42067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7%。其中，出口 239654 亿
元 ，增 长 10.5% ；进 口 181024 亿 元 ，增 长
4.3%。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58630亿元。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2.9%，占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为50.9%，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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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GDP

突破120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3%
■ 人均GDP达12741美元，连续两年超过1.2万美元
■ 202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本组文/据国家统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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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今年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超5.3万个老旧小区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部长倪虹17日在2023年全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以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为抓手，着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在
设区的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今年在城市开
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5.3万个以上。

同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新开工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10万公里以上，
改造建设雨水管网1.5万公里以上，因地制宜推
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倪虹说，在城市体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
和结果导向、向群众身边延伸、在“实”上下功
夫，从房子开始，到小区、到社区、到城区，找出
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查找影
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

“体检要有硬指标、硬要求、硬督查，成为解
决问题的指挥棒。”倪虹表示，在城市更新方面，
城市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城
市体检的结果，作为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
的依据。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