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结婚登记跌破700万对

近日发布的《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2年，全国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

年减少80.3万对，跌破700万对的同时创下1986年以来

的历史新低，同最高峰的2013年相比下降了49.3%。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结婚率日益走

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婚姻物质化。结婚成本太高、风

险太大，天价彩礼时有耳闻；同时高房价和高企的生

育、教育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年轻人走入婚姻的

步伐，这些压力传导之下，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结婚生

子。另一个原因是两性人口资源不匹配，难以找到合适

的伴侣。“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

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

900万。单身男青年和单身女青年同时大量并存已成为

人口新常态。

（摘自新京报）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

表示，我国结婚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晚婚人群的增

加，其次是适婚年龄层人群的减少。随着年轻群体受教

育水平的提升、结婚成本的上涨、婚姻观念的变化、住

房经济压力和职场竞争压力的加大等，不少人都选择了

晚婚，极少数人甚至选择不婚，使得从短期数据来看，

我国结婚人数在减少。

（摘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我国将增发1万亿元国债

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

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

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集中力

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

我国基建投资仍具有较大空间，尤其是在减灾防灾方

面，比如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建设等。此次资金用途针

对性强，目标明确，选择了补短板、惠民生的领域，是

财政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工作的应有之义。

（摘自澎湃新闻）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历史经验显示，

2023年之前，中央年中调整赤字频率较低、历史仅有4

次，前3次发生在1998—2000年，增发国债用于水利、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次中央再度年中加码、增发一

万亿元国债，除了有效补充地方建设资金外，亦进一步

释放政策积极信号，彰显了中央政府稳增长的决心。

（摘自中国证券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石英华认为，根据今年

我国的灾情，中央财政增发国债、调整预算，是务实之

举，体现了财政加力保障重点支出的导向。中央财政增

发国债，但具体资金使用全部都在地方，这有助于缓解

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也进一

步优化债务结构。

（摘自新华社）

“一带一路”：向历史致敬，为未来拓路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各方

的合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一带一路’是大

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

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

共同受益。”10年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

“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

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致力把共建国家人

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

同繁荣；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坚持走对话而

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互学互鉴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

抗、包容代替排他；践行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发展

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人类社会如何走向光明的未来，攸关每个国家、每个

人，必须回答好这一时代课题，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

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前途命运和整体利益，继承和弘扬

丝路精神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为

未来拓路，既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为了世界的发

展。它融通了中国梦和世界梦，实现了各国人民对文明

交流的渴望、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共同发展的追求、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摘自南方日报《“一带一路”：向历史致敬，为未

来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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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
家兴建工厂 ，
推动各国共享
机遇、共谋发
展、共同繁荣。

婚育观念、养育成本等因素导致结婚登记数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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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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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非遗大省，拥有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153项国家

级、1132项省级和数千项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非遗已成为建设文化

强省、旅游强省的重要战略资源。2023年10月12日至16日，第八届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举办。

“蓉”耀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重头戏“天府大巡游”时隔12年精彩再现。图为国外非遗项目展示。

非遗风车引
来众多市民
驻足打卡。

市民和游客体验皮影、活字印刷、木偶、戏剧脸谱、
陶瓷制作等项目，感受非遗之美。

传统布艺创
作展示。

四川国际非遗品
牌 IP 授权展吸引
120多家境内外买
家团参与，最终
促成意向授权金
额8200余万元。



四川
9月，四川各地依托“蜀里安逸”

购车补贴券等补贴政策，不断加码促

进汽车消费，加之各地车展频频举办，

汽车消费市场提振效果明显。当月全

省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42.5%，较上月加快28.7个百分点，

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市场增长9.9个百分

点，充分发挥了稳定消费品市场大盘

的作用。

全国

2023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

态化运行，居民文化旅游消费需求有效释放，

海南以餐饮为代表的服务型消费增长明显加

快。前三季度，海南实现餐饮收入253.74亿

元，同比增长33.1%，比商品零售额增速高

23.7个百分点。

近年来，内蒙古聚焦“储能、制氢、装

备、消纳”等领域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实现

快速发展。2023年1—9月，规模以上新能源

发电量1059.1亿千瓦时，较去年提前2个月

达到千亿，同比增长21.9%，占全部发电量

的比重达到19.5%。

提前2个月达千亿

42.5%

346公斤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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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创新发展水平持续提

升，创新环境明显优化，创新投入稳步提

高，创新产出大幅增加，创新成效进一步显

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

强。国家统计局创新指数测算结果显示，以

2015年为基期，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为

155.7，自2015年来年均增长6.5%，比

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4个分领域指数

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

数和创新成效指数分别为160.4、146.7、

187.5 和 128.2，较 2015 年分别增长

5.7%、7.0%、9.2%和0.7%。

33.1%
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北京积极落实降低购买首套住房

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改善性住房换购

税费减免、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

贷”等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2023

年1—9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785.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4%。其中，住

宅销售面积 573.8 万平方米，增长

6.2%；办公楼 52.8 万平方米，增长

15.9%；商业营业用房40.2万平方米，

下降4.5%。

6.4%

2023年以来，德阳持续加大对

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粮食产量稳

步增加。夏粮亩产达346公斤，居

全省第一，增长4.3%；夏粮总产量

达46.8万吨，比上年增加1.9万吨，

增长4.3%，增速居全省第一。秋粮

播种面积稳中有增，长势总体正常，

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年均增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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