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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横 谈

经济运行恢复向好

一揽子政策打好“组合拳”

记者：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前三季度

同比增长 3.0%、三季度同比增长 3.9%的

增速，整体上如何评价？

张立群：总体来看，可以用“鼓舞信

心”4 个字形容。

上半年我们有力应对超预期因素

影 响 ，二 季 度 经 济 顶 住 压 力 实 现 正 增

长，稳住了经济大盘。在此基础上，三

季度我们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加快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接续政策措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出

一条“V”型复苏曲线。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0%，

其 中 三 季 度 增 长 3.9%，比 二 季 度 提 高

3.5 个百分点。一系列数据表明，应对

“三重压力”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持续

发力、效果显著，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

增长的强大潜力，这些都足以使我们增

强信心。

记者：在此期间，我国加快落实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政

策“组合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张立群：这些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两

部分。

一是助企纾困的救急政策。今年

以来，为稳经济、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社会保险“降

缓返补”一揽子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落

实 降 低 失 业 、工 伤 保 险 费 率 为 企 业 减

负，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

保费政策减轻企业压力，同时为企业发

放稳岗资金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基本民生方面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是 应 对“ 三 重 压 力 ”政 策 体 系 。

应 对 供 给 冲 击 ，我 国 积 极 稳 妥 推 进 碳

达峰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推动能源

清 洁 低 碳 高 效 利 用 ，加 快 释 放 煤 炭 先

进 产 能 产 量 ，保 供 稳 价 确 保 能 源 供 给

安全和原材料价格稳定。应对需求收

缩，我国着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适度

超 前 开 展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打 出 促 消 费

政策“组合拳”。今年前三季度 ，全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5.9%，全 国 实 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6.1%。需求

恢 复 态 势 愈 发 明 显 ，为 经 济 回 升 向 好

提供重要支撑。

供需双侧亮点频现

壮大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

扩大内需”。从当前经济数据看，我国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何种作用？

张立群：三大需求也被称作“三驾马

车”，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从外需方面看，近年来我国出口保

持 逆 势 增 长 的 良 好 态 势 。 今 年 1 至 9

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保持两位数

增长 ，“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稳定

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外部形势更

趋复杂严峻，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继续保持高位。激发超大规模国内市

场潜能，全力做好扩大内需这篇文章，

将为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提供更强劲更

持久动力。

当 前 ，各 地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加 快 推

进，有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恢

复起到关键作用。前三季度，资本形成

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26.7%，拉动

GDP 增 长 0.8 个 百 分 点 。 在 稳 增 长 促

消费政策支持下，消费需求总体延续恢

复态势，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步

巩固。

记者：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三季

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与二季度相比

有所下降，下阶段保持就业稳定有哪些

基础和条件？

张立群：今年 1 至 9 月，我国城镇新

增就业 1001 万人，三季度就业形势保持

总体稳定。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前提。据测算，

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以提供新增

就业岗位约 200 万个。一系列稳增长政

策措施接续落地见效，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将为稳定和促进就业提供坚

实支撑。

其次，企业有需求、有订单、有竞争

力，才能稳定发展，持续稳岗扩岗。下

一步应继续推动失业保险补助、支持平

台经济、帮扶初创企业等新举措落地见

效 ，推 动 有 效 市 场 和 有 为 政 府 更 好 结

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稳市

场主体带动充分就业。

记者：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工业

发展快速回升，拉动经济增长 1.4 个百

分点。对此如何评价？

张立群：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明 确 提

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我国 14 亿多人口的吃、穿、

用、住、行等生活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实

体经济的供给。今年三季度，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二季度回升 4.1 个百

分点。工业经济恢复向好，发挥了宏观

经济“压舱石”作用，也彰显实体经济的

韧性和潜力。

此外，工业发展快速回升与投资的

拉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适度

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的增

长持续带动工业企业订单增加。再加

上我国对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政策

支持，企业生产线的改造也带动相关产

业链条的运转，成为工业整体回升向好

的重要拉动力量。

坚定信心乘风破浪

经济回稳向好态势必将

进一步巩固

记者：下阶段，我们应当如何进一

步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力争实现最

好结果？

张立群：今年三季度，国民经济顶

住 压 力 持 续 恢 复 ，总 体 运 行 在 合 理 区

间 。 但 也 应 看 到 ，外 部 环 境 更 趋 复 杂

严 峻 ，国 内 经 济 恢 复 基 础 仍 不 牢 固 。

下 阶 段 ，最 重 要 的 是 把 实 施 扩 大 内 需

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

合 起 来 ，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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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为

全 面 恢 复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创 造 条

件。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疏通国内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推

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记者：在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

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困难

和挑战，但“更加充满机遇”。您认为，

我国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哪里？应

该如何把握？

张立群：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

当 前 经 济 发 展 面 临 不 少 困 难 和 挑 战 。

面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影响，我国经济在

短时间内实现企稳回升，展现出强大韧

性和巨大潜力。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推动我国

经 济 发 展 凝 聚 磅 礴 伟 力 ，注 入 新 的 动

力。随着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经济回稳

向好的态势必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

改变，这是我们应有的信心和底气。

中 国 是 世 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 我 国 14 亿 多 人 口 整 体 迈 进

现代化社会，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

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普

遍而深刻，矛盾背后也意味着强大的结

构变化潜力。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

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多

方面仍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

动能，与之相联系的是现代产业体系转

型升级的巨大空间，这是未来我国经济

增长的强劲动力源泉。

在结构性变动的背景下，我国还具

备两个重要优势。首先，从供给侧看，

我国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完整的产

业体系、较好的要素供给保障、强大的

生产供给能力。其次，从需求侧看，我

国有 14 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中等收入群体，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

场优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

断发展变化的，旧的需求满足了，新的

需求又会产生。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

长的潜力是无穷大的，具有长期的高成

长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具有比

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能够创造

出更多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会随

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越

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

2022 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总体恢复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0%，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

“V”型曲线彰显强韧本色
—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张轩玮

写在前面

日前，2022 年中国经济“秋季报”新鲜

出炉，经济总体恢复向好。国家统计局发

布 数 据 显 示 ，前 三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同比增长 3.0%，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3.9%，

比二季度加快3.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

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

旧在那儿！”勾勒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走势，

一条企稳回升向上的“V”型复苏曲线跃然

眼前，彰显中国经济的强韧本色。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哪些亮点？如何进

一步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记者采访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

位于海南省东方市的东方临港产业园，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之一，正加快布局以石化新材料、海洋装备制造、清洁能源为主导

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2 年中国经济“秋季报”中，是一个

高频词。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半

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涨幅收窄 1.8 个百分点”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0.4 个百分

点”……数字增减的微小变化，彰显发

展成果，牵动国计民生。

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无

疑是最受关注的数据。GDP 指标，是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最直接的“显示

屏”。自 1985 年我国开始建立 GDP 核

算制度以来，37个坐标勾勒出中国经济

腾飞路径。透过 GDP每一个百分点的

增幅，我们清楚看到，中国经济“含金

量”越来越高，成色越来越足。

一个百分点背后，是更大的步伐。

“从 2013 年到 2021 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今天

一个百分点增幅的实际增加量是 10

年前的两倍。”外媒盛赞“中国经济会

继续成长，而且会茁壮成长”。

现 在 的 一 小 步 ，是 过 去 的 一 大

步。这是一道简单明了的数学题：经

济的增量是增速与基数的乘积。当基

数足够庞大，即使增速有所放缓，实际

增量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

新时代 1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 114 万亿元，我国

经 济 总 量 占 世 界 经 济 的 比 重 达

18.5%。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对发展大局的影响更加深远，对世界

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也意味着我们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个百分点背后，是更美的底色。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一

组数据引人深思：“10 年来，我国以年

均 3% 的 能 源 消 费 增 速 支 撑 了 年 均

6.6%的经济增长。”

评 价 中 国 经 济 ，既 看 速 度 、看 增

量，更应看质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不再简单以 GDP 增长率

论英雄”。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走

上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新路。

单 位 GDP 能 耗 10 年 累 计 降 低

26.4%，相当于节约和少用能源约 14

亿吨标准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

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居世界第一；

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 布 局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 …… 绿

色，逐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一个百分点背后，是更暖的温度。

就业是民生之本。据测算，一个

百分点的 GDP 增幅，能够创造新增就

业岗位约 200 万个，而在 2013 年，这一

数据仅为 150 万。

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如

何实现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 1300

万人？稳就业的强劲支撑，来自茁壮

成长的中国经济，来自“人民至上”的

价值理念。

以灵活就业为例，伴随新经济、新

业态的蓬勃发展，灵活就业模式为近 2

亿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成为群众增

收的重要途径。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

施，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

限制，开展平台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政策“大礼包”织就“保障网”，发展红利

真正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一场百米冲

刺，而是马拉松。新时代新征程，党的

二十大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指

明了前进方向。让我们踏上新征程，

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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