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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创新，壮大人形机器人产业

提升设计能力，需要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

努力在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突破。作为最活跃的创新力量，

企业应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做好统筹协调，与国内外的

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联合研究项目、联

合实验室等方式，推动人形机器人设计能力不断提升。

研发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更

大发展，必须做好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大文章，

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让产学研、上下游、各环节相互助力、协同发展，

形成从研发、制造到应用的完整闭环，是提升人形机器

人产业发展质效的关键所在。

（摘自人民日报 《锚定创新，壮大人形机器人

产业》）

延迟退休草案提请审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引起社会

各界关注。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表示，我国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

工人50周岁，这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人均预期寿

命、劳动条件、用工方式等确定的。与70多年前的情况相

比，当前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口结构及劳动力

供求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延迟退休是为了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推出的重大改革，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

用，是一种必然趋势。

（摘自新华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博

表示，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国情，而人口高

质量背景下，迫切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的劳动要素资源潜

力，推动整个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一个更加适宜的水平。无

论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提高，还是社会生

产能力的改善，都让劳动力与社会生产的结合方式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这些都为调整相应的政策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和政策的可能性。

（摘自央视新闻）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延迟退休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出的重大改革。

打造一款人形机器需要集合多学科领域的高精尖科技成果。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

的产物。它可以不受场景、地域限制，自由出入各类场

合，并拥有会思考的“大脑”。可以说，人形机器人集

成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有望成

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创新，

并引发生产力的跃升。

然而，人体构造精密而复杂，打造一款人形机器人绝非

易事，需要集合多学科领域的高精尖科技成果，包括人工智

能、算法、芯片、软件、伺服电机等，目前产业短板还不少。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

为，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者都具有

重要意义。一方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稳定劳动参

与率，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和有效利用，保持经济

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改革也能更好适应劳

动者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按照自愿、弹性原则，有意愿、

有能力、有条件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将可以更好实现自身

价值。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改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统计法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保持现行

统计法制度框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此次统计法修改围

绕强化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加强统计监督、提高

统计科学性等方面，新增加3条、修改21条。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在强化统计监督方

面，此次统计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统计监督内涵和职能

定位，要求“国家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

力、权威可靠的统计监督体系”“统计机构根据统计调

查制度和经批准的计划安排，对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

实国家重大经济社会政策措施情况、履行统计法定职责

情况等进行统计监督”。

（摘自新华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表示，此次

统计法修改是修正而非修订，是在保持现行统计法制度

框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重点在统计监督、防范和惩治

统计造假、统计信息共享等方面，对统计法进行了补充

修改和完善。

（摘自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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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2024年以来，四川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

服务业新体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取得良好政策效果。1—7

月，全省1.13万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7243.0亿元，同比增长6.6%，延续增

长势头。32个行业大类中26个行业实现增长，

12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行业增长面

81.3%。

全国

2024年以来，文旅消费的热潮回归强

力提升了山东餐饮市场人气，叠加外出就

餐、婚庆喜宴、商务会议的大量增加，山东

餐饮市场发展势头强劲。1—7月，全省限额

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18.3%。

2024年以来，在市场需求持续恢复、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等因素支撑下，上海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态势。1—7月，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9.1%。

三大产业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

增长93.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8.6%；第

三产业投资增长9.1%。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119.5

2023年，随着经济回升向好，以及一

系列政策措施带动，我国经济活力不断增

强，科技创新持续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

增强。2023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19.5，比上年增长19.5%。

18.3%

7243.0亿元

2024年以来，甘肃实行“一对一”“点

对点”服务，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

持续推进停产企业复产、欠产企业达产、重

点企业稳产、新建项目投产，取得良好效果。

1—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其中 7 月，同比增长 20.4%，创

2012年3月以来最高单月增速，超出全国平

均水平15.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一。

在工业平稳增长及工业新项目投产等因

素影响下，巴中工业用电量持续增长。2024

年1—8月，工业用电量8.9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8.3%，增速较全省平均水平高2.7个

百分点。其中，8月工业用电量1.24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6.0%，增速较全省平均水平

高10.7个百分点。

16.0%93.3%

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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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来，四川在“三线建设”

中夯实基础，在改革开放中敢为人

先，在西部大开发中勇担使命，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省经济发

展蹄疾步稳，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

来，四川经济增速连续 20年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并积极应对疫情等

风险挑战，2020—2023年年均增

速依然高于全国。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互促共进，

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民生福

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四川征程，为祖

国繁荣昌盛贡献出重要且坚定的四

川力量！

““蜀蜀”” 七十五七十五说说

封面·深度 COVER DEPTH “蜀”说七十五

75年征程，四川从一穷二白发展至全国第五、西部第一的经济大省。图为雪山下的成都市区。



封面·深度 COVER DEPTH “蜀”说七十五

▲2012年，横跨多个地震频发地区、堪称中国基建工程奇迹的雅西高速建成通车。至
2023年，全省▲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惧艰辛修筑川藏公路。这条公路连接起成
都、雅安、阿坝、甘孜、拉萨等地，是进出四川的重要通道。公路里程达41.8万公里，
是1978年的5.1倍，居全国第1位。2024年四川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一万公里，成
为全国第三个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破万省份。

▲20世纪80年代，凉山州农民把谷堆铺在路上，等待着
过往车辆的碾压出粒。

▲如今，眉山仁寿县农民利用现代化农业机械收割小麦。四川着力打造新时代
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2023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3593.8万吨，创2000年以
来新高，是西部唯一粮食主产省。

“川字号”土特产蓬
勃发展，蔬菜、水果等
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图
为内江血橙集配中心。

▲

【从无到有
蜀道天堑变坦途】

【物产丰饶
天府粮仓美名扬】

【突飞猛进
工业兴省制造强省】

▲2020年，由中国中铁装备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最大直径敞开式硬岩掘进机——云岭号
在德阳基地顺利下线。1953—2023年四川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高于全国0.9
个百分点，四川工业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笔疾书制造强省新篇章。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四川装备、能
源、化工等重工业发展严重不足。图为20
世纪70年代德阳中江县集凤公社工人正用
沼气动力加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已走入了千家万户。2023年
四川汽车产量97.5万辆，是2000年的 40.8倍；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514元。图为成都国际汽车博览会。

▲1986年，桑塔纳小汽车是“洋盘”的交通工具，
大多数人出行靠自行车。

【科技创新
生活更加便利】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惧艰
辛修筑川藏公路。这条公路连接起成
都、雅安、阿坝、甘孜、拉萨等地，
是进出四川的重要通道。



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也修葺一新，社
会各界人士在这里缅怀纪念这位伟大
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重温改革精神。

▲

▲昔日洼地化身华蓥山广场，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1988年，广安城中洼地“花园坝”一角。

▲曾经，能源获取艰难。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
“铭刻峥嵘岁月 熔铸历史丰碑”三线建设主题展
记录着煤矿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采矿的场景。

▲2021年，位于凉山州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经过
多年奋斗，四川能源生产不再“灰头土脸”“提心吊胆”，从以煤炭为绝对主体转向
多元化、清洁化，2023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超过40%、高于全国
20个百分点以上，稳居全国前列。

【能源丰富
风火水气光多维供能】

▲如今，各类店铺林立，商品繁多，人们已有更
多的消费选择和更强的消费能力。2023年四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14亿元猛增
至26313.4亿元，跃居全国第5位。

▲与此同时，四川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年全省货物进出口额达1361.1亿美
元，是1978年的3346.8倍。四川正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物资充沛
消费选择更自由】

【服务提升
文化休闲去处多】

▲
▲20世纪60年代，物资稀缺，人们驻足在难得
一见且供应有限的黑白电视机前久久不愿离去。

2024 年，在一代又一
代奋斗者们的努力之下，
孩子们幸福地奔跑在环境
优美的校园里，为祖国华
诞送上纯真的祝福。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