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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提法引热议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明年经济工作的

总体要求时，除了“稳中求进”，还首次提出了要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认

为，通过把握“进”和“稳”的关系，更加辩证地以

积极主动的姿态提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实际上就是

要求以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前进的困难和挑战。与此同

时，“先立后破”也意味着各项工作都要有先后顺序，

要推进各项工作相互之间更加协同，从而使得全年的

工作能够克服各种障碍。

（摘自央视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在今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先立后破”从此前单一

领域的政策导向上升为宏观政策总基调的全局层面。

这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国家下定决心对于过去宏

观调控中出现的“超调”问题进行纠偏，力求实现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意味着未来政策调控将坚持

“育增量与守存量并重”。

（摘自中国报道）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会议提出

“先立后破”，目的是要做好新旧模式之间的衔接和切

换，避免盲目求快或一刀切的做法。涉及到“立”和

“破”的领域，除了能源结构之外，还包括经济新旧

动能、房地产发展模式等。预计在新机制正式成型之

前，原有的模式还将运行一段时间。

（摘自中国新闻网）

统一大市场建设再按“快进键”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有利于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制度规则立起来”“把不利

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障碍掣肘破除掉”，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再次按下“快进键”。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认为，超大规模的市

场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一大突出优势。但受地

方保护、市场分割等问题影响，中国的市场优势尚未

得到充分发挥。在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全球跨国

直接投资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提振中国市场的活力和

吸引力，稳定外资。

（摘自中新社）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表示，

目前在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要寻求自己

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就是要依靠超大

规模的市场。因此，要抓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利用中国统一大市场超大规模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吸引生产要素，培育国内市场。尤其是新质生产力，

更需要超大规模市场来培育。

（摘自华夏时报）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

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指出，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的核心就是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和保护，难点是

央地信息不对称，所以关键在于打通信息渠道、广开

言路，继而辅之以针对性专项整治，才能切实解决

问题。

（摘自澎湃新闻）

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空间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独立自主，坚持把发展

的基点放在我们自己的力量基础上，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是克服长期以来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增长低成

本路径依赖的不二选择。要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以

开放促进发展，以合作实现共赢，全面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服务过程的智能化、便捷

化和高效化。抓牢服务贸易数字化工程，培育数字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打造高标准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

着力提升中国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水平，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广阔的世界市场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通胀水平仍

然较高等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

韧性、潜力和活力，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其

中高水平对外开放功不可没。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不

仅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摩根大通、瑞银集团、德

意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纷纷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

测，而且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溢出效应还在不断显现。

。

（摘自北京日报《高水平开放开辟合作共赢新境界》）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中国经济表现良好，高水平对外开放功不可没。图为第六届中
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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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达州 以工业
为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是川东北省域
经济副中心加快培育的
关键。其中，资源转换
利用是重要一环，图为
达州市普光气田主气源。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图说四川

从2018年确立七个区域中心城市争创省域经济副中心，到2022年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明确要“一中心一方案”支持3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四川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已

发生积极性变化、取得阶段性成果。2023年，川北、川南、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经济

总量有望分别突破4000亿元、6300亿元、5300亿元。

全省区域经济呈现协同联动、竞相跨越的良好态势，“多声部”正谱响高质量发展

“协奏曲”。

图说
四

“多声部”谱响“协奏曲”

绵阳 注重发挥科技优势是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加快建成的关键。2022年绵阳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GDP比重达7.15%，
居全省首位。图为第十一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宜宾—泸州 增强优质白酒产业全球竞争力是川南省域经济
副中心加快建设的重要砝码。上图为宜宾市貌，左图为泸州古蔺
县郎酒庄园。



四川

近年来，四川持续推动产业绿色转

型升级，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强劲。2023

年1—11月，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加值

增长13%，其中天然气开发、新能源汽

车产业增势良好；新能源产品产量较快

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79.1%、单

晶硅增长1.2倍、多晶硅增长86.5%。

全国

通过优化供给、创新场景、改善环境，

2023年以来，河北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效应

日益显现。1—11月，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

零售总额3916.4亿元，同比增长13.2%。按消

费类型分，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3776.2亿元，

同比增长12.6%；餐饮收入140.1亿元，同比

增长33.6%。其中，11月份实现限额以上单位

消费品零售总额366.9亿元，同比增长69.6%。

山东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大力提

升行政效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截至2023年

11月末，全省实有市场主体1462.6万户，同比

增长4.6%。其中，实有企业463.7万户，增长

6.1%。

1462.6万户

1.2倍增长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责任，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力度，有力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

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干旱等不利因

素影响，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

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连续9

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69.6%

近年来，陕西将汽车产业作为加快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先

后出台《陕西省乘用车（新能源）产业链

布局规划》《陕西省乘用车（新能源）产业

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

不断推动汽车产业向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迈进，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

1—11月，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36.3%。

36.3%
在动力电池、汽车、晶硅光伏等新

兴产业的强势带动下，宜宾外贸保持强

劲增长。2023年1—11月，全市货物

进出口总额327.24亿元，居全省第二，

同比增长19.3%。其中，出口额205.73

亿元，增长22.7%；进口额121.51亿元，

增长13.8%。

13908.2亿斤

全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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