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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

为全面反映《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
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实施进程，国家统

计局根据《纲要》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相关部

门数据资料，从妇女健康、教育、经济、决策和

管理、社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等八个

领域对 2023年的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了综合分

析。结果显示 [1]：2023年《纲要》实施总体进展

顺利，妇女健康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受教育和

参与经济活动权利得到有力保障，社会保障水

平、司法保护力度持续提高。

一、妇女与健康
（一）孕产妇健康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持

续巩固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深入推进《母

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孕产妇

健康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孕产妇健康安全得

到保障。2023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15.1/10万，

比 2022 年降低 3.8%。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为

17.0/10万；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12.5/10万，降

低12.6%。

（二）孕产妇全生育周期健康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制定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积极推进妇幼保健机构能

力建设，孕产妇全生育周期健康管理不断加

强。 2023 年，婚前医学检查率为 76.5%，比

2022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和产前筛查率分别为94.5%和91.3%，分别提高

0.9个和2.6个百分点；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继续

保持在 99.9%的水平；产后访视率为 97.0%，提

高 0.5个百分点。

（三）艾滋病母婴传播率持续下降。深入

实施《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

计划（2022-2025年）》，将预防母婴传播与妇幼

保健常规工作和孕产期全程服务有机整合，艾

滋病代际传递有效减少。2023年，艾滋病母婴

传播率为 1.3%，比 2022 年降低 1.7 个百分点；

北京、江苏、湖南、广东、云南等5个省份母婴传

播率已达到较低水平，率先达到《纲要》“下降

到2%以下”的目标。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

童抗病毒用药率稳定在99%以上。

二、妇女与教育
（一）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性 别 差 距 基 本 消

除。相继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实施新时代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全面

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公办民办学

校同步招生政策，实施义务教育强校提质行

动，保障女童平等接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

育。2023 年，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和小学

学龄男童净入学率均为 99.9%。九年义务教

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为7537.7万人，比2022年

增加 128.8 万人；占在校生的比重为 46.9%，

提高 0.1 个百分点。

（二）女性接受高中阶段教育[2]人数有所增

加。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行动，有序扩大优

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继续支持县域普通高中

改善办学条件和提升办学质量，女性平等接受

高中阶段优质教育不断巩固。2023 年，高中

阶段教育在校生中女生为2141.4万人，比2022年

增加 23.7 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 46.6%，与

2022 年基本持平。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

生为 1388.2 万人，增加 35.2 万人；占普通高中

在校生的 49.5%，男女比例基本保持均衡。

（下转2版）

2023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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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建光 樊磊

2025年一元复始，既是展望未来之际，也是复盘过去之时。社会各界对于2025年中国

消费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消费进一步提振中国经济增长。那么2024年中国消费表现

如何，对2025年又意味着什么？笔者结合京东平台数据，梳理出2024年中国消费的十大

特征。

特征一：“以旧换新”推动零售消费反弹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无疑是2024年提振中国消费的“神来之笔”。3月初，国务院

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多个地方出台了汽车置换更

新、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措施。为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力，扭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下滑的态势，7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拿出 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补贴。其

中，中央直接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支持地方自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

消费品以旧换新包含了汽车、家电、家装三大领域。自去年9月份以来，“以旧换新”的

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例如，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 9月份的 3.2%进一步

升至 4.8%，其中商品零售增速更是升至 5.0%。与“以旧换新”密切相关的家电零售同比

上升 39.2%、文化办公用品上升 18.0%、家具上升 7.4%、汽车上升 3.7%。上述四类合计拉

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以旧换新扭转了上半年全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下滑的趋势，和其他政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在三季度末和四季度企稳回升。

特征二：线上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2024 年中国消费的另一亮点是线上消费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比如说 2024 年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5%，但是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6.5%，

其中吃的商品在网上零售的销售额同比上涨 16.0%，消费的线上化、数字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

2024年京东消费端参与“双 11”的购物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 20.0%，采销直播订单量

同比增长3.8倍，超过17000个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5倍，超过30000个中小型商家成交

额同比增长超2倍，数据整体表现良好。

特征三：情绪消费成为消费新热点

在一些新兴的消费领域，2024年的中国消费也亮点频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

的报告指出，情绪释放有望打造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消费热点。情绪消费与传统的功能型

消费和悦人型消费不同，是一种能引起消费者共鸣的消费形式，强调的是“悦己”，即购买

能带来个人快乐的产品，反映了消费者对自我的关注。

京东平台数据显示，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一些情绪消费的商品实

用性不强，但盲盒消费、陪伴型玩偶等情绪消费商品产品销售始终热度不减，而蒸汽眼罩、

香薰蜡烛等兼顾实用和情绪调节的商品销售额则大幅增加。比如，刀郎演唱会等情绪消

费还在2024年出现了空前火爆的情况。

知名歌手刀郎沉寂多年，2024年复出重开演唱会。8月31日在四川资中举办的线上演

唱会，吸引了超5200万人次观看，点赞量突破 6亿，缔造了全新的平台纪录。此后，他在

北京等多地举行巡回演唱会，受欢迎程度超过周杰伦等一线歌手成为现象级热点；北京演

唱会门票在0.1秒内被抢光，二手票务平台上的价格一度飙升至超过4万元。刀郎演唱会

的成功，同时踩中“情绪消费”和“银发经济”老年消费力崛起，并非偶然。

特征四：数智消费明星产品销售火爆

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家电数码电子产品结合，一些明星产品带来了

更强大的功能和人性化的交互体验，也受到消费者青睐。

在人工智能加持之下，相关产品的功能可谓一日千里。AI耳机已经可以帮助使用者

快速生成摘要同时进行实时翻译；AI键鼠则可以智能提炼和生成PPT、让字幕上屏实现

“所见即所说”；AI学习机甚至可以灵活调整学习路径、进行个性化教学，比如学习机中的

AI批改功能，可以根据错题，识别出学习薄弱点，并在下一轮的作业试卷中，增加这部分

知识点的题目，实现“因材施教”。

2024年京东“双 11”战报显示，AI学习机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0 倍，AI 电脑、AI 手
机、AI键鼠以及AI音箱等产品的成交额同比增长也超过了100%，成为了3C销售的重要

亮点。

特征五：国品国潮消费保持热度

伴随着中国品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持续提升，近年以来中国消费者特别是青年

消费者对于国产品牌持续追捧，2024年这一现象持续保持热度。

京东发布的《2024国货消费观察》显示，近一年在京东上搜索热度TOP100品牌中“国

品”占比持续超过70%，90及00后的年轻消费者国货消费金额占比超60%。从产品销量来

看，“新中式”相关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110%，购买“新中式”相关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同比增长

超70%。其中，“新中式”风格的连衣裙、衬衫、汉服、半身裙、女士T恤、短外套等诸多服饰产

品收获消费者的关注，购物用户数同比增幅均超10倍。

特征六：健康消费持续增长

在身心健康更加受到关注、中国的老龄化仍在进程之中的情况下，健康消费的增长始终

有强力支撑。线上医疗服务一方面可以使用远距离的医疗资源满足患者需求，一方面降低了

交通和时间成本，2024年互联网医院服务继续较快增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份，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高

达 3.6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33.2%；全国已经设立的互联网医院超过2700多家。截至2024
年6月30日，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日均在线问诊咨询量已超48万，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0%。

特征七：绿色消费继续引领时尚

近年来，我国绿色型、低碳型产品的消费潜力也持续释放。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

显示，家用电器是居民能源消耗的第二大来源，能够占到住宅总能耗的20%以上。2024年

以旧换新政策推出之后，在京东平台上，标有一级能效标识家用电器产品更受消费者欢

迎。例如，在江苏省京东电器17大品类绿色家电销售额占同期全品类销售额的86.0%，占

比较补贴前扩大了11.0%，其中京东电器一级能效产品首日销售额占比高达90.0%。

特征八：老年人消费稳健增长

从年龄结构来看，平台一线城市56岁以上年龄组消费支出2024年有明显回升，在各

个年龄段中表现最为突出。一线城市该年龄段的居民以被退休金覆盖的政府和企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为主。 （下转2版）

从京东大数据看中国消费十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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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 本报记者 李琳 陈璐洋

腊月二十四，国家统计局大兴调查队副队

长韩永军正与家人在他们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安

定镇御林西苑的新居内洒扫除尘、张贴春联，准

备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韩永军一家是大兴区安定垃圾填埋场周边

综合治理异地迁建项目的首批入住家庭。

“从原来的农村旧房异地迁建到现在的小

别墅，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谈

及搬迁的变化，韩永军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仅是小区外部环境整体改善，道路更加

宽敞整齐，如今三层房屋前后有两个院子，夏天

在院子里乘乘凉喝喝茶，秋天种点儿花、种点儿

菜，生活特别惬意。”韩永军分享道。

前不久，该项目东片区的1125户村民也像

韩永军一样陆续拿到新家钥匙，实现“安居梦”，

至此，安定镇垃圾填埋场周边 7个村庄完成了

整体异地迁建。

“通过宅基地异地置换的安置方式，不征地、

不转非，以‘一宗换一宗’的原则进行异地迁建，

同时配套建设了水电气热等民生设施以及商

业、医疗、文体活动等各类公共服务，解决了曾经

‘异味扰民’的问题，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居住环

境。”安定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薛涛向记者介绍。

通过异地迁建，改善人居环境，只是安定镇

美丽乡村建设迈出的第一步。为此，安定镇提

出了“现代里坊制”，划定 20户为一“坊”，约 10
“坊”为一“里”，构建 4里 43坊的格局，设立“里

长”“坊长”，并制定了《里坊公约》。

“我们在1里打造里坊工作室，广泛凝聚共

识；在3里打造安全阵地，增强安全意识；在4里

打造御林书院，丰富文化生活；在6里打造手工

学校，带动村民增收。4个阵地累计开展书法

培训、老年人血压血糖测量、儿童暑期课堂、安

全培训等活动40余场，很好地满足了群众对新

生活的新期待。”薛涛娓娓道来。

在位于 6里的手工学校内，一件件由村民

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地摆放在室内

的展示架上，种类繁多、造型精美。

“村民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这里参加定

期的免费手工培训，有专业人士教学如何制作

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大家的参与度很高。”薛

涛介绍说，“这些手工艺品还会通过本地打造的

网红直播间进行售卖，在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同时，帮助村民实现增收。”

环境蝶变，幸福加码。实际上，安定镇异地迁

建项目的成功实践只是大兴区近年来打造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为全面监测大兴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情况，反映农村居民的实际感受和期待，

国家统计局大兴调查队连续5年开展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情况专项调查，累计调查2666名村民。

“监测结果显示，随着大兴区加快推进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乡村产业融合，积极推

动就业及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全区产业韧性和

活力得到增强，城乡收入差距稳步缩小，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这些年的调查数据

来看，大兴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民满意度逐

年提高。”国家统计局大兴调查队综合科负责人

孙玲娟表示。

“乡村是大兴发展的根基，也是城乡融合发

展的‘基本盘’。”大兴区农业农村局村镇建设科

科长潘婕说，“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运用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纵深推进新一轮‘百村示范、千

村振兴’工程，统筹抓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协同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促进农业提质、

乡村和美、农民共富，引领‘乡村大兴’高质量发展。”

喜搬新居过大年
——北京大兴区异地迁建项目走访见闻

为全面反映《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 年）》（以下简称《纲要》）实施进展情况，

国家统计局根据《纲要》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

相关部门数据资料，从儿童健康、安全、教育、

福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等七个领域对

2023 年的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结

果显示 [1]：2023 年《纲要》实施总体进展顺利，

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升，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受教育权利全面保障，儿童福利水平巩固提

高，家庭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逐步构建，儿童

成长环境持续优化，儿童法律保护机制进一步

健全。

一、儿童与健康
（一）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升。儿童健康服

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健康成长得到有力保

障。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3063 家，儿童医院 162 家，妇幼保健机构人员

57.7万人，儿科执业（助理）医师23.4万人，全国

儿科床位 58.8万张。2023年，全国新生儿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和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2.8‰、4.5‰和6.2‰，分别比2022年下降0.3个、

0.4个和0.6个千分点。

（二）出 生 缺 陷 综 合 防 治 措 施 不 断 完

善。印发执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

（2023-2027 年）》，通过 6 方面措施、18 项任

务，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居民，涵盖婚前、孕

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更加完善的

防治链条。2023 年，全国婚前医学检查率、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为

76.5%和 96.9%，分别比 2022 年提高 1.7 个和

5.1 个百分点。产前检查率和产前筛查率分

别为 98.2%和 91.3%，分别提高 0.3 个和 2.6 个

百分点。新生儿访视率为 97.4%，提高 0.7 个

百分点。

（三）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能力逐步增强。深

入实施《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以儿童体格生长监测、营养与喂养指导、

心理卫生、眼保健和口腔保健等为重点，积极推

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儿童健康管理项目落

实。2023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和7岁以

下儿童健康管理率分别为 94.3%和 95.9%，均比

2022年提高 1.0个百分点。0-6岁儿童眼保健

和视力检查覆盖率为 95.1%，提高 1.5 个百分

点。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

持在90%以上。

（四）儿童身心健康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多

部门印发实施《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重

点实施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专项行动，综合提升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2023年，

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优良的

比例为56.6%，比2022年提高1.5个百分点。小

学、中学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

例为 42.3%和 64.8%，分别提高 9.1个和 6.2个百

分点。中学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教育相关

课程和活动的学校比例为 96.8%，提高 0.5个百

分点。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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