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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6 日发
布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普查全面摸
清了我国经济家底，客观反映了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取得的进展，获取了经济总量、
结构、效益等关键指标信息。

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纳更多从业人员；

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营业收入较快
增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劳动生产
效率有所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
经济发展壮大，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
不断增强，五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国新办发
布会上表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

目的是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的
基本情况，掌握我国国民经济行业间的经
济联系，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
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
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科学准确的统
计信息支撑。

根 据《全 国 经 济 普 查 条 例》，经 济
普查每五年开展一次，分别在逢 3、逢
8 的年份实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
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
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
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 26 日
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上
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旨在全面调查
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掌握
国民经济行业间的经济联系，以及推进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在规
模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安全保
障、绿色转型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积极变
化，展现出稳固的基础、强大的韧性和
巨大的潜能。

■2023年GDP数据总量有所增加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国际通行做

法，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数据和有关部门资料，并同步实施城镇居
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对2023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了修订。修订后
的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294272 亿元，
比初步核算数增加 33690 亿元，增幅为
2.7%。

“普查修订后，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已
经接近 130 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
二，五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平均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
增长源。”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康义说，五年来，面对国际环境的深刻
复杂变化和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开展科学有效的
宏观调控，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综
合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字经

济发展状况相关内容。数据显示，2023年

末，全国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
单位 291.6 万个，实现营业收入 48.4 万亿
元，占全部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
收入的比重为10.9%。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国家统计
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说，
以数字产品制造、服务和应用为代表的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
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数字产品
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26.2万个，占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企业总量的9%，营业收入20.5
万亿元，占比是42.3%。数字技术应用业企
业法人单位143万个，占比49%，营业收入
14万亿元，占比2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当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占比较高，超过四成；数
字技术应用业的企业数量较多，接近五成，
体现出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和
数字技术应用业的发展活力。”王冠华说。

■发展结构更优、动能更足
“五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态势未

改，区域发展协调性继续提升。”康义说，服
务业经营主体大幅增加，成为支撑经济增
长、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力量。

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
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2023年末，全国制
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达到404.8万个，比2018
年末增长23.8%；制造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达到151万亿元，增长41.7%。

中西部地区经济占比也在提高，区域
协调发展实现新提升。2023年末，中部、西
部地区拥有第二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占全
国的比重分别比 2018 年末提高了 1.4 个、
0.6个百分点。

“五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企业的
创新研发势头强劲，创新成果大量涌
现。”康义说，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发明专利申请量比 2018 年增长
了 65.1%。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
果加快转化，产业高端化发展步伐加快。
2023年末，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数量占
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比2018年末提高2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数量占
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全国
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业
达到15.8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和服
务业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

■推动普查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反映了高质量发
展进程，更好地掌握国民经济行业结构，为
全面客观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执行情
况、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以及中长期发
展规划提供重要支撑。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编辑制作《中国
经济普查年鉴（2023）》等普查资料，提供更
详实的普查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国
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蔺涛说。

他表示，下一步将聚焦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等经济社会发展
和统计改革的重点关注领域，组织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等社会力量，深入开展课题研
究分析，深化普查数据共享与服务，推动普
查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据新华社电

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看中国经济新活力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摸清“家底”把脉经济

获取了经济总量、结构、效益等关键指标信息

据新华社电 记者27日获悉，公安部近
日发布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重点调整延长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
的申请年龄和准驾年龄，积极保障群众就业
权益。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将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

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调整大中型客货
车驾驶证的申请年龄和准驾年龄上限规定，
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年龄上限由
60周岁延长至63周岁，大中型客货车准驾
车型的年龄上限由60周岁延长至63周岁。
二是明确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申请延长驾
车时间规定，年龄在63周岁以上需要继续
驾驶大中型客货车的驾驶人，体检合格和通
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后，可
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
资格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据新华社电 26日，我国首个国家级海
上风电研究与试验检测基地传动链平台在
福建福清投运。这个平台具备国际先进技
术水平和较为全面的测试能力，可开展 25
兆瓦级风电机组全工况模拟试验。

据了解，海上风电试验基地包括陆上检

测中心和试验风电场两部分。陆上检测中
心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产业园内，主要建
设传动链平台和150米级叶片试验平台；试验
风电场规划建设6个陆上试验机位和20-40
个海上试验机位。目前，传动链平台投运外，
150米级叶片试验平台也正在加紧建设中。

海上风电试验基地是国家“十四五”规
划重大项目，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和中国华
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投资。此次投
运的传动链平台由中国电科院、国网福建电
力等国内产学研单位协同研发，是海上风电
试验基地的核心部分。

据国网福建电科院专家介绍，与国内外
现有的试验验证平台对比，该海上风电试验
基地建成后，对保障我国海上风电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发挥重要基础作用和示范效应。

随着我国海上风电快速发展，海上风电
机组进入大容量时代。大容量风电机组的
研发离不开海上风电试验场的建设，从世界
范围看，建设大功率海上风电试验检测基地
已成为各国抢占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与并网
技术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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