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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真实、准确了解我国居民时间利用情

况，客观反映居民生活模式、生活质量状况，为党

和政府制定完善社会民生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国

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时

间利用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查范围：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二、调查对象：国家统计局按照抽样方法抽

中的调查户和本户中6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

三、调查内容：居民时间利用情况及相关补

充问题。

四、调查时间：现场调查时间为 2024年 5月

11 日-31日。

五、调查方式：由政府统计调查机构派调查

员到被抽中的调查户中进行调查。调查对象通过

手机微信小程序自主填报或使用纸质表填报。调

查员入户时，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颁发的工作证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公民有

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各级政

府统计调查机构和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的个人

信息必须严格保密。

请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抽中作为调查对象的住

户，积极支持配合政府统计调查工作。

国家统计局

2024年3月20日

国家统计局公告
（2024年第2号）

3 月 2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4 年第

2 号公告，决定于 2024 年开展第三次全国

时 间 利 用 调 查 。 为 什 么 要 开 展 这 次 调

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与以往的

调 查 相 比 ，这 次 调 查 工 作 有 什 么 变 化 ？

调查结果将如何运用？国家统计局社科

文司有关负责人日前就第三次全国时间

利用调查有关问题，接受中国信息报记者

采访。

问：为什么要开展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

答：时间利用调查是国际通行的一项

社会调查，主要通过采集居民在一段特定

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

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

支配活动等各项活动的时间投入，被世界

各国广泛应用于评估居民生活质量、测量

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民生

福祉政策影响等。此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真实、准确了解

我国居民时间利用情况，客观反映居民生

活质量和生活模式变化，为改善民生福祉、

科学制定社会民生政策提供详实、准确的

统计信息支撑，对于衡量人的全面发展、反

映居民共同富裕和改进公共服务体系都具

有重要意义。

问：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内容主

要是抽中调查户内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时间

利用情况，包括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日志表

和开放式问卷三张调查表。

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主要内容为抽中调

查户内家庭常住成员的基本信息。日志表是

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调查对象需按时间顺

序记录 24小时内所发生的活动和相关信息，

分别填写周一至周五其中一天、周六至周日

其中一天共两天的活动情况。开放式问卷主

要内容为调查对象劳动就业、学习生活、家庭

生活、陪伴照料老人等方面的问题。

问：这次调查是我国开展的第三次时间

利用调查，与前两次调查相比有哪些新变化、

新特点？

答：我国曾于 2008 年、2018 年开展过两

次时间利用调查。与前两次调查相比，此次

调查具有范围拓宽、对象扩展、电子采集、内

容丰富等特点。

一是调查范围首次拓宽至全国。前两次

时间利用调查仅在部分省份开展。为提高调

查样本覆盖面和代表性，获取不同地域居民

时间利用信息，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首

次将调查范围拓展至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用统一抽

样方法抽选 3.85万个城乡居民家庭参与调查。

二是调查对象首次扩展至 6周岁以上常住成员。前两次时间利用调查的

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内 15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首次将调查对象扩展至 6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更加关注少年儿童的生活状

况和时间利用情况。

三是调查首次全面使用电子化采集方式。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将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信息化手段，使用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主要采

取手机自主填报方式开展调查。对于少数使用手机填报确有困难的调查对

象，可先使用纸质问卷进行填报，调查员将手持电子终端入户上门辅助完成

调查。

四是调查内容更加丰富。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时间利用活动分类

更加细化，由上一次调查的20个类别扩展至13个大类、34个类别，更加精准细

致反映居民在工作、学习、生活、出行、养老、就医、文体活动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和期盼，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居民的生活福祉。

问：这次调查的主要时间安排是什么？

答：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时间为5月11日-5月31日。

根据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工作总体安排，2024年 2-4月为调查准备

阶段，主要是选聘培训调查员，研发部署调查软件等；2024 年 5 月至年底为

调查组织实施阶段，主要是开展现场调查，审核、汇总并发布调查主要数据；

2024年底至 2025年为调查资料开发应用阶段，主要是编辑出版调查资料，开

展研究分析等。

问：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是调查顺利开展的关键，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采取了哪些措施保证调查对象的支持和配合？

答：现场调查开始后，调查员将佩戴工作证件入户，发放《致全国时间

利用调查对象的一封信》，向被抽中的调查对象介绍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的内容和意义，请调查对象积极支持配合政府统计调查工作，如实、

按时填报相关信息，提供真实、完整的调查资料。调查取得的个人资料，

将严格限定用于调查目的，各级统计调查机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的规定，对在调查中知悉的调查对象个人信息，严格履行保密

义务。

问：调查数据质量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采取

了哪些措施保证数据质量？

答：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坚持将确保数据质量贯穿于调查全过程、

各环节。一是坚持依法调查。严格按照统计法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调查。

二是加强组织保障。明确国家、省、市、县各级统计调查机构职责，大力加强

调查人员培训。三是强化制度保障。科学设计调查方案，周密制定工作细

则，统一抽取调查样本，开展现场督导和数据质量抽查。四是应用先进技

术。数据生产过程电子化、网络化，保障源头数据真实准确。通过上述措施，

有力保障本次调查工作有序、过程规范、数据可靠。

问：调查结果将如何发布使用？

答：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结束后，我们将通过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

报向社会公众发布主要调查结果，更为详细的分类调查结果等将通过《中国

时间利用调查年鉴》等资料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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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综合统计司提供数据显

示，2023 年，京津冀三地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用好京

津冀地理位置优势和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互

补条件，多举措深化实施三地各项合作机制，共同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迈进。

2023年，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444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快于上年

3.1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分别为 4840、28943、7065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4.2%、5.7%；分地区看，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别

为 43761 亿元、16737 亿元和 43944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5.2%、4.3%和 5.5%，较上年分别提高 4.5、3.3和

1.9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稳中提速。2023年，京津冀三地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0.4%、3.7%、6.9%。

北京扭转年内下降态势，剔除新冠疫苗生产因素，

增长 3.1%。天津逐季稳步加快，一季度、上半年、前

三季度、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1%、3.2%、3.5%、3.7%。河北六成以上行业生产实

现增长，增长面为 62.5%。

服务业稳定器作用明显。2023年，京津冀地区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7.1万亿元，其中，北京、天津、河

北分别为 37129.6亿元、10486.2亿元、23042.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6.1%、4.9%、5.5%。重点行业带动明

显。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同比分别增长 6.7%、6.0%、

7.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13.5%、5.5%、7.3%。

市场销售恢复向好。2023年，京津冀三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14462.7亿元、3820.7亿元、

15040.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8%、7.0%、9.6%。汽

车类商品销售带动作用增强。京津冀三地限额以

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3.5%、

7.9%、13.2%。其中，新能源汽车分别增长 38.0%、

41.3%、74.4%。

投资逐步改善。2023年，北京、河北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分别增长 4.9%、6.3%；天津下

降 16.4%，降幅比 1-11月收窄 1.4个百分点，降幅持

续收窄。创新投资保持活跃。京津冀三地高技术

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6.2%、5.9%、24.7%。其中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6.1%、19.3%、11.6%。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3年，北京城镇调查失

业率均值为 4.4%，低于上年 0.3个百分点。天津、河

北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 35.7 万人、89.9 万人，均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2023 年，京津冀三地居

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81752 元、51271 元、

32903 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 5.2%、4.3%、6.0%，

北京、天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河北快于经济增长。

经营主体活力增强。2023年，北京新设企业近

30万家，同比增长 20.3%。从行业看，住宿餐饮业、

信 息 服 务 业 、制 造 业 分 别 增 长 52.6% 、37.9% 和

37.5%。天津新登记经营主体 30.40万户，同比增长

13.8%。其中，新登记企业突破 10万户，为 10.90万

户，增长 17.8%，占比 35.8%；新登记民营经营主体突

破 30 万户，为 30.09 万户，增长 13.3%，占比达到

99.0%。河北新登记经营主体 144.96 万户，同比增

长 27.82%。其中，新登记企业 44.31 万户，增长

23.32%，平均每天净增企业 700多户。

市场要素趋于活跃。京津冀中欧、中亚班列开

行数量进一步增加。2023年，京津冀开行中欧、中

亚班列 1059 列，其中，中欧班列 335 列、中亚班列

724列。稳定高效的物流服务支撑起京津冀对外贸

易的“大动脉”。各项贷款稳步增长。2023年，北京

新增人民币贷款突破 1 万亿元大关，达到 12800 亿

元，同比多增 3381 亿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天

津、河北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44765亿元、86603亿

元，同比增长 5.1%、12.9%。较快增长的货币信贷为

经济企稳回升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协同创新成效明显。京津冀三地联合工作

机制建立，京雄高速全线通车，津兴城际铁路开

通运行。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挂牌运营，截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雄安中关村科技园累计对接企

业 2351 家,其中北京企业占比 70%。2023 年，北京

流向天津、河北技术合同成交额 748.7亿元，比上年

增长 1.1倍，河北吸纳北京天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成

倍增长。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断深化，雄安新区

“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圆满收官。积极搭建产业

对接平台，2023 年 5 月以来，京津冀三地工信部门

联合绘制 6条产业链图谱，促进构建区域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新体系。11月京津冀产业链

供应链大会达成意向签约项目 152个，意向投资额

超千亿元。 王亚娟

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市场活力逐步增强

最新发布

毕业季临近，山东烟台人社部门联合驻地高校共同开展一系列校园招聘活动，并通过细致全面的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确保毕业生“有得选”、“选得

好”。图为山东烟台“千企万岗进校园”系列招聘会烟台大学专场，应届毕业生在了解人才政策。 中新社供图

校园招聘助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