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0月 日 星期五
第7422期 每周一至五出版 今日 4 版

20
本报公众号 本报订阅

http://www.zgxxb.com.cn
http://paper.zgxxb.com.cn（数字报）CHINA INFORMATION NEWS

国家统计局主管
中国信息报社主办/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123
邮发代号：1-135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其他行业

绝对额（亿元）

三季度

319992

25958

122978

171056

27174

100295

83272

23193

30633

15290

5553

26321

17137

12071

10999

51327

前三季度

913027

56374

353659

502993

59273

294883

247918

60197

87593

41336

14724

79340

55728

39843

30176

149934

比上年同期增长（%）

三季度

4.9

4.2

4.6

5.2

4.3

4.2

4.5

6.6

5.1

8.5

12.7

6.4

-2.7

10.3

8.5

3.9

前三季度

5.2

4.0

4.4

6.0

4.1

3.9

4.1

7.2

6.1

7.5

14.4

7.0

-0.9

12.1

9.5

4.7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季度

6.9

6.3

-6.9

18.7

4.8

4.5

2季度

6.9

6.0

3.1

8.3

0.4

6.3

3季度

6.7

5.9

4.8

5.2

3.9

4.9

4季度

6.5

5.8

6.4

4.3

2.9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季度

1.8

1.6

-10.4

0.7

0.8

2.3

2季度

1.7

1.5

11.5

1.2

-2.3

0.5

3季度

1.4

1.4

3.4

0.6

3.7

1.3

4季度

1.3

1.3

2.6

1.7

0.8

最新发布

根据有关基础资料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方法，经初步核

算，我国 2023年三季度GDP核算结果如下。

2023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初步核算结果

其他相关核算结果详见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

2023年三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

注：
1.绝对额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2.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3.行业分类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4.本表GDP总量数据中，有的不等于各产业（行业）之和，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所致，未
作机械调整。

GDP同比增长速度
单位：%

注：同比增长速度为与上年同期对比的增长速度。

GDP环比增长速度
单位：%

注：环比增长速度为经季节调整后与上一季度对比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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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司长 赵同录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扩大内

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防风险工作，我国经济运行呈

现持续恢复向好态势。

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好

前三季度，我国 GDP 为 913027 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

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56374 亿元，同比增长 4.0%，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0%；第二产业增

加值 353659亿元，同比增长 4.4%，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1.9%；第三产业增

加值 502993亿元，同比增长 6.0%，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0%。

三 季 度 ，我 国 GDP 为 319992 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9%。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958 亿元，同

比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122978
亿元，同比增长 4.6%；第三产业增加值

171056 亿元，同比增长 5.2%。三次产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8.1%、

38.4%和 5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 7.7%、35.6%和 56.7%，协同发力

推动我国经济企稳向好。

从环比看，经调整季节因素后，三

季度GDP环比增长 1.3%。环比增速连

续五个季度增长，经济总体呈现持续恢

复向好态势。

生产形势稳步恢复，三次产
业发展向好

前三季度，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畜

牧业生产平稳发展，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4.1%，拉动经济增长 0.3个百

分点。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3.9%，拉动经济增长 1.2个百

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占GDP的比重为 27.2%。服务业

保持较快增长，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

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明显回升，增加值

分别同比增长 6.1%、7.5%和 14.4%，合

计拉动经济增长 1.1个百分点；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发展较好，增加值分别同比增

长 12.1%和 9.5%，合计拉动经济增长

0.8个百分点。

三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发

展较好，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8.5%、

12.7%、10.3%和 8.5%，合计拉动经济增

长 1.2个百分点。

国内需求稳步扩大，恢复态
势进一步巩固

消费持续稳定恢复。随着一系列

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消费潜力不

断释放，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服务消

费明显回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性作用更加稳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

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4.4 个百分点。其

中，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4.6个百分点。

投资保持增长态势。各地区各部

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政府投资

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投资呈现较

强增长韧性。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

额拉动经济增长 1.6个百分点。其中，

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拉动经济增长

1.1个百分点。

净出口同比有所减少。今年以来，

外需收缩影响持续，货物贸易顺差同比

收窄，居民跨境旅行需求有序恢复，服

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净出

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前三季

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向下拉动经济

0.7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货物和服

务净出口向下拉动经济 0.8个百分点。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高质量
发展稳步推进

高技术产业投资动力强劲，新动能

领域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

同比增长 11.3%和 11.8%，分别高于全

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2 和 8.7 个百分

点，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规模以上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增

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个

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中的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8.9%，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14.9个百分点。

消费新业态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不

断激发。前三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8.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6.4%，较上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1-8 月份，重点领域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规模以上

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

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分别

为 10.6%、11.1%和 8.8%，分别高于全部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3.4、3.9 和 1.6 个

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好
■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副司长 江源

2023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新型工业

化建设，全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企业利润加快恢复，景气状况和企业预

期回升，工业经济呈企稳向好态势。

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增速较一季度、上半年分别加快 1.0个和 0.2个百分点，呈逐季回升

态势。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1.7%，制造业增长 4.4%，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5%。从当月情况看，9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4.5%，与 8月份持平；两年平均增长 5.4%，加快 1.1个百分点，为今年以

来最高增速；环比增长 0.36%。

多数行业和产品增长。前三季度，在工业 41个大类行业中，27个行

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 65.9%；在统计的 62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344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55.5%。9月份，工业行业中有 26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 63.4%；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337种产品产

量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五成。

装备制造业稳定增长，新动能快速成长。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 6.0%，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2.0个百分点，对全部规上工业

增长贡献率达 46.8%。电气机械和汽车行业增加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同比分别增长 14.1%和 11.4%。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飞机制造、智能

消费设备制造等新一代高端装备、信息技术行业发展迅速，行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 27.4%、16.6%、10.2%。主要新能源、新材料产品产量保持高速

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26.7%，光伏电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

池、充电桩等分别增长 63.2%、39.9%、34.2%；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多晶

硅、单晶硅等新材料产品分别增长 74.5%、84.0%、63.3%。 （下转2版）

前三季度工业经济企稳向好

■ 王微 王念

我国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据

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均释放出不同程度的积极信

号。其中，消费拉动愈加强烈。今年以来，

消费一直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是83.2%，拉动GDP增长4.4个

百分点。而到了第三季度，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达到

94.8%，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消费恢复和扩大呈
现六大亮点

一是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随

着稳增长、扩内需等一系列政策落地实

施，居民就业及收入稳步恢复，对消费

持续恢复向好提供重要支撑。进入三

季度以来，消费增速逐月提高，7、8、9
月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2.5%、4.6%和 5.5%，出现稳步回升向好

态势。整体来看，考虑到 2022 年低基

数的影响，按 2021年-2023年两年复合

增速测算，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月增速总体上也呈现出“U型”走势，

表明受疫情影响抑制的消费已经得到

较好的释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

能显著增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增长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为 77.2%，

远超疫情以来同期水平，三季度进一步

提升至 94.8%，对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形成强大支撑。

二是服务消费引领消费市场复

苏。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和各方

面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集聚性、接触

性服务消费得到较快释放，餐饮、住宿、

文化、体育及旅游等服务消费市场呈现

较快复苏态势。前三季度，服务零售额

同比增长 18.9%，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2.1 个百分点。消费者出行意愿

强劲，带动餐饮消费“人财两旺”、旅游

市场“人头攒动”、文娱消费“一票难

求”，中秋十一假期消费总体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三是创新消费活力强劲。前三季

度，全国网上零售额 108198亿元，同比

增长 11.6%，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 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重 达 到

26.4%，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模

式加快创新。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用

品类、化妆品等升级类商品消费实现较

快增长，增速分别达到 12.2%、8.3%和

6.8%，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汽车、通讯器材、家具等大宗消费分别

实现 4.6%、3.9%和 3.1%的稳定增长。

四是消费能力稳步增长。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9%，比上半年加快 0.1个百分点。

（下转2版）

消费为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开栏的话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新征程上，中国未来的蓝图将由高质量发展来绘就。信心满满才能步步铿锵。从

经济发展大趋势看，我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做好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推动经济在固本培元中持续回升向好，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

要。信心最直观的呈现来自数据，本报即日起推出“看数据 强信心”专栏，分析解读经济数据，把握发展脉

动，探究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展现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提振发展信心。

■ 沈建光 姜传钺

10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

度中国经济数据。在去年同期基数明

显抬升的情况下，三季度中国 GDP 同

比增长 4.9%，超出市场预期。9月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9%，与经济超预

期表现相匹配。在此基础上，四季度

GDP 增速只需在 4.4%以上，便可实现

全年 5%左右的预期目标，目前看来难

度不大。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面临不

少风险挑战，因此政策层面需进一步发

力。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应对外部

环境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加大宏观政

策支持力度也是应有之义。

三季度经济数据呈现诸多亮点

第一，服务业较快恢复，持续支撑经

济增长。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5.2%。剔除基数影响后，两年平均增

速为4.2%，高于二季度的3.4%。其中，住

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均有明显改善。

9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9%，连续2个月回暖。其中，住宿餐饮、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增速较

快。PMI数据也显示，9月服务业商务活

动指数升至 50.9%，其中，水上运输、邮

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

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

等行业均处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第二，工业生产逐步回暖，企业利润

降幅收窄。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持平于4.5%，两年平均增速从上月的

4.3%升至5.4%。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5.0%，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7%。

从主要产品看，智能手机产量两年

平均增速明显回升，与出口表现一致，

反映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回暖；水泥、粗

钢产量两年平均增速有所改善，反映国

内投资需求呈企稳迹象；汽车产量两年

平均增速保持在 10%以上，与汽车消费

稳健、出口强势表现相符。

工业企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受

量、价、利润率共同带动，1-8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收窄至 11.7%，

8 月当月同比更是反弹至 17.2%。分行

业看，原材料制造业利润显著修复，装

备制造业延续良好表现。

第三，居民消费更加活跃，就业收

入同步改善。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94.8%，拉动GDP
增长 4.6 个百分点。9 月份，社零总额

同比升至 5.5%，超出市场预期。

一方面，服务消费持续恢复。表征

服务消费的餐饮收入同比保持在13.8%，

前三季度服务零售增长18.9%。另一方

面，商品零售继续回暖。9月商品零售同

比升至4.6%，其中，烟酒、体育娱乐用品、

饮料、服装鞋帽等品类明显反弹；汽车类

同比进一步升至2.8%。 （下转2版）

三季度增长超预期
宏观政策支持还需发力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