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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

司提供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各地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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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持

续恢复向好。从四大区域[1]看，东部地

区经济增长领跑全国，西部地区经济增

长略快于全国，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

济稳定恢复。

东部地区经济同比增长 5.4%，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为 469815 亿元，占全

国的比重为 51.8%，比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按不变价核算，同比增长

5.4%，比全国高 0.2个百分点，对全国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4.2%，拉动全国经

济增长 2.8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经济同比增长 4.7%。中

部地区生产总值为 202333 亿元，占全

国的比重为 22.3%，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按不变价核算，同比增长

4.7%，比全国低 0.5个百分点，对全国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0.1%，拉动全国经

济增长 1.1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经济同比增长 5.3%。西

部地区生产总值为193204亿元，占全国

的比重为21.3%，与上年同期持平。按不

变价核算，同比增长 5.3%，比全国高 0.1
个百分点，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1.4%，拉动全国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经济同比增长 4.7%。东

北地区生产总值为 42224亿元，占全国

的比重为4.7%，与上年同期持平。按不

变价核算，同比增长 4.7%，比全国低 0.5

个百分点，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3%，拉动全国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长三角区域 [2]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1034 亿元，占全

国比重为 24.4%。按不变价核算，同比

增长 6.0%，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28.1%，拉动全国经济增长 1.5 个百

分点。

分三次产业看，长三角区域第一产

业增加值为 6414 亿元，占全国第一产

业的比重为 11.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88399亿元，占全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25.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26222 亿

元，占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25.3%。

按不变价核算，三次产业同比增速分别

为 3.6%、5.9%，6.2%。

分省（市）看，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6.0%、5.8%、6.3%、6.1%，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王君 沈哲

注：

[1]四大区域为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

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

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

吉林、黑龙江。

[2]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4省（市）。

前三季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4.2%
长三角区域同比增长 6.0%，占全国比重 24.4%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统计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三聚焦三

强化”，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统计监测工

作质效。

聚焦建立监测指标体系，强化课

题调查研究。建立系统科学的乡村

振兴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是做好乡村

振兴统计监测工作的关键。安徽局

多次到有关部门和基层进行调研，开

展以乡村振兴监测为主体，同步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发展“一体

两翼”的监测指标体系，从乡村振兴、

农业强国、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构

建了分别由 45 个、33 个、34 个指标构

成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从指标权

重设置、得分计算方法和评价标准

方面形成了具体评价办法，形成了

《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指标体

系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获国家统计

局肯定。

聚焦提升监测数据质量，强化县

域统计工作。安徽局抓实县域统计报

表“上报、审核、验收”三个关键环节，

切实提高基础数据质量。一是严格制

度抓上报，加强对市县业务指导，按照

报表制度要求，准确界定填报对象和

范围，细化各项指标数据来源和取得

方式，规范上报流程。二是压实责任

抓审核，明确市县审核验收工作要求，

做到即报即审，问题早发现、早核实、

早修改；严把省级审核关，加强数据比

对，做好极值审核、均值审核、异常值

等集中审核。三是对账销号抓验收，

严格执行报表逐级验收规定，在报表

验收前，全面审核查询清单核实修改

情况，确保查询的问题均得到核实，做

到对账销号，实现闭环管理。目前正

在按照国家统计局开展乡村振兴统计

监测专项调查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县、

乡、村三级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基础数

据的补充调查工作。

聚焦跟进监测结果研判，强化区域

经济研究。安徽局开展乡镇综合竞争

力研究，构建由经济实力、产业提升、环

境满意、基本公共服务等 4个一级指标

及 9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构成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最新乡（镇）经济

社会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对全省 1235
个乡镇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安徽乡镇

综合竞争力评价报告 2023》。此外，围

绕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深入开展统计分析研究，取得扎

实成效。 史士斌

安徽局着力提升乡村振兴统计监测工作质效

我国基础教育经费投入达3.2万亿元

本报讯 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2年，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

达 3.2万亿元，比 2015年增加 1.3万亿元，年均增长 7.7%。“十三五”以来，

基础教育各学段财政总投入和生均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为推动基础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扩投入，经费规模稳定增长。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比 2015年分别增长 91%、33%、53%，生均投入水平大

幅提高。促公平，教育差距不断缩小。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中央财政教

育转移支付资金80%以上用于中西部省份；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上，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在保障困难群体共同发展上，建立健全覆

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调结构，经费结构更加优化。将更多资金用于教师队伍和学校内

涵建设，逐步实现教育投入重点由“物”到“人”的转变。中央财政支持实

施特岗计划，每年为中西部农村地区补充超过 5万名教师。

绿色贷款余额至三季度末超28万亿元
66.8%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本

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28.58万亿元，同比增长 36.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6.6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6.98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

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9.96万亿元和9.1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8%。

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

款余额分别为 12.45 万亿元、7.27 万亿元和 4.13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8%、36.2%和 42.3%，比年初分别增加 2.74万亿元、1.73万亿元和 1.16万

亿元。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 6.8万

亿元，同比增长 27.6%，比年初增加 1.3万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绿色贷款余额 5.1万亿元，同比增长 13.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改建
农村公路11.8万公里

本报讯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87亿元，同

比增长5.1%；新改建农村公路11.8万公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九成以上。

“交通运输部将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国交通运输系统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

在‘扩投资、促改革、保安全、优服务、强保障、抓示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介绍，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到453万公里，全国农村公路列养率达100%、优良中等路率达89.3%。

安全是农村公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7.8万公里，改造农村公路

危桥5409座，在全国7679个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加装减速带1.5万个。

■ 新华社记者 白阳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取消调整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 33个罚款事项。

行政处罚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此次取消调整的罚款事项包含哪些

内容？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带你一起了解。

哪些罚款事项被取消调整？

根据《决定》，此次取消罚款事项 16个，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2个、教

育部 2个、住房城乡建设部 5个、中国人民银行 3个、国家林草局 1个、国家

邮政局 1个、国家疾控局 2个。

调整罚款事项 17个，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1个、应急管理部 1个、国

家新闻出版署 13个、国家疾控局 2个。

《决定》还明确了这些罚款事项的名称、设定依据、处理决定和替代监

管措施等内容。

比如，在取消的罚款方面，取消对父母或者监护人经教育仍拒绝送子

女或者被监护人就学行为的罚款，替代监管措施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有关规定进行监管。

在调整的罚款方面，对未经批准从事音像制品出版、制作、复制业务或

者进口批发、零售经营活动等行为的罚款，将调整罚款数额的计算方式。

“罚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要通过罚款等处罚预防、纠正和惩戒违反

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企业和群众的合法

权益，不得违法实施罚款，更不得为了罚款而罚款。”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说。

取消的罚款事项将如何监管？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取消罚款事项并不意味着不管了，对于这些

事项，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变更监管方式或者主体，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监

管。比如，对粘贴伪造的进网许可标志行为的罚款，将进网许可标志由原

来纸质标签改为电子标签，并进行网上监管。 （下转2版）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33个
罚款事项，将带来哪些影响？

最新发布

新华社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

到 2025 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

初步建立，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确

保核心部组件安全有效供给。

人形机器人集成人工智能、高端

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发展潜力

大、应用前景广，是未来产业的新赛

道。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前期已有一

定基础，要加强政策引导，集聚资源

推动关键技术创新，培育形成新质生

产力。

意见按照谋划三年、展望五年的

时间安排作了战略部署。到 2025 年，

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培育

2 至 3 家有全球影响力的生态型企业

和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 2027
年，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

升，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产业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应用

场景更加丰富，相关产品深度融入实

体经济。

意见部署了 5 方面任务。在关键

技术突破方面，打造人形机器人“大脑”

和“小脑”等。在产品培育方面，打造整

机产品、夯实基础部组件、推动软件创

新。在场景拓展方面，打造制造业典型

场景、加快民生及重点行业推广。在生

态营造方面，培育优质企业、完善创新

载体和开源环境、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在支撑能力方面，健全产业标准体系、

提升检验检测和中试验证能力、加强安

全治理能力。

意见设立关键技术攻关、重点产品

和部组件攻关、拓展场景应用等 3个专

栏，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张辛欣

我国力争 2025 年初步建立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

统计视野

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金华货运中心统计，今年前

10月，“义新欧”中欧班列金东平

台共到发班列 711 列，集装箱吞

吐量达 57508 个标箱，同比增长

19%。自2017年8月31日首趟金

华中欧班列开行，6年来，金华中

欧班列不断将浙江及周边省份的

“中国制造”运往“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为国内企业打造了一条快

捷高效、绿色环保的国际物流大

通道。图为金华市金东区华东国

际联运港金华铁路口岸，场地里

堆满集装箱，准备搭乘“义新欧”

中欧班列陆续发往欧亚各国。

中新社供图

“义新欧”中欧班列
打造国际物流大通道

28 万亿元

11.8 万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