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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成色好分量足的成绩单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 2023年主要经济数据

1 月 17 日，2023 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126058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2%。 2023 年中国

经济怎么看？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您权威解读

1月 22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

有关负责人一同出席介绍《关

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下称《意见》）有

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

加强制度政策衔接配套

我国有近三亿老人。 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

昕看来，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

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涵盖一

二三产业， 孕育着新机遇，也

必将催生新领域和新赛道。

为此，《意见》结合供给端

的发展基础，依据老龄群体和

备老人群的需求特征，从老年

人自身需要的老年用品、智慧

健康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器

具，到抗衰老、养老金融和老

年旅游等高品质服务，再到全

社会适老化改造，重点谋划了

七大潜力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

司司长刘明称， 推动银发经济

发展，要坚持统筹协同原则，把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兼顾老年

期需求和全生命周期准备，统

筹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

展，促进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加

强制度政策衔接配套， 整体推

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 发展社区食堂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

服务业司负责人朱光耀表示，

下一步， 商务部将立足职能，

积极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更好

满足银发群体的消费需求，增

进老年人福祉。 重点将做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优化银发消费

发展环境。 深入推进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鼓励试点地区

社区开展商业设施适老化改

造，发展社区食堂，扩大老年

助餐服务，鼓励家政、护理人

员进社区，提高便民服务“温

度”；二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

银发经济发展。 依托自由贸易

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示范区等对外开放载体，加

强银发经济跨区域、国际性合

作；三是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

扩容，强化发展支撑。 实施家

政兴农行动， 从供给端入手，

鼓励引导家政从业人员积极

参与居家老年人的照护服务。

民政部：

打击涉老诈骗行为

《意见》对养老服务工作提

出了新的任务要求， 民政部养

老服务司负责人李永新称，民

政部将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

作：一是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包

括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完善养

老照护服务， 补齐农村养老服

务短板等。 二是培育养老服务

新业态。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推

进适老化改造， 发展养老金融

等。 如制定完善金融支持养老

服务发展政策措施， 拓宽养老

服务机构融资渠道， 丰富养老

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三是强

化养老服务要素保障。 如推进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打击

涉老诈骗行为、 加强养老机构

预收费监管， 全面压降养老服

务领域非法集资等诈骗风险。

工信部：

千方百计提品质、优服务

近年来，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促进

了我国老年用品产业的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

司长何亚琼称，据统计，2023年

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规模达到

了 5万亿元， 产品种类和数量

也具备了一定规模。 何亚琼表

示，下一步，工信部将针对老年

人衣食住行医等不同的场景需

求， 鼓励和引导生产企业开发

更多更加人性化、品质化、品牌

化、实用化的老年用品；另一方

面，千方百计提品质、优服务。

具体来说，一是拓展渠道。

培育老年用品的展会、博览会，

让更多老年人能够找到质优的

老年用品， 开展孝老爱老消费

活动， 每年优选推出上亿件覆

盖不同场景、 不同消费需求的

老年人用品。 二是强化标准引

领。 建立健全老年用品标准体

系。 优先在家电、家具、制鞋等

领域发布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从产品质量规范上对企

业提出要求。 三是在工作中坚

持以人为本， 注重服务的温度

和爱心， 引导企业针对老年人

不同场景、高品质的需求，提供

优质适用的服务。（来源： 证券

日报网 记者 杜雨萌）

万亿元规模银发经济将催生新领域和新赛道

1.�关键词： GDP

� � � � 解读人： 赵同录 国家

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经济运行恢复向好，圆满

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生产

形势总体较好，服务业支撑作

用增强。 内需稳步扩大，国内

大循环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转型升级

成效显著。

2.�关键词： 农业

解读人： 王贵荣 国家

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司长

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

农业生产支持力度，有力有效

应对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

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

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粮食产

量再创新高，连续 9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生猪出栏保

持增长， 牛羊禽生产稳定发

展。 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生

产者价格同比下降。

3.�关键词： 工业

解读人： 汤魏巍 国家

统计局工业统计司司长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 四季

度增长加快，超六成行业和产品

实现增长，主要经济大省挑大梁

作用凸显。 新动能成长壮大，制

造业稳步推进“高端化”，科技创

新助力“智能化”，新能源产品引

领“绿色化”。 企业效益持续改

善，产能利用率逐季回升。

4.�关键词： 能源

解读人： 胡汉舟 国家

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

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

绿色低碳转型， 充分发挥煤炭

主体能源作用， 多措并举增加

油气供给，强化电力安全保障，

能源供应总体稳定。 能源需求

刚性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加快。

5.�关键词： 投资

解读人： 翟善清 国家

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

司长

制造业投资持续向好，高

技术产业投资占比稳步提高，

民间项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民生补短板投资增势良好，大

项目投资发挥主引擎作用。

6.�关键词： 服务业

解读人： 李锁强 国家统

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主任

服务业持续恢复， 对经济

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 现代服

务业增势强劲， 转型升级稳步

推进。消费模式持续创新，市场

活力不断释放。 服务业景气显

著回升，市场预期稳定向好。

7.� 关键词：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解读人： 俞炳彬 国家

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副司长

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市场

活力不断涌现。 服务零售持续

较快恢复，文旅消费市场明显

回暖。 线上消费较快增长，实

体店铺零售持续恢复。 多数商

品零售保持增长，升级绿色类

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城乡市场

共同壮大，县乡消费市场占比

有所提升。

8.�关键词： 就业

解读人： 王萍萍 国家统

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随着国民经济回升向好，稳

就业政策发力显效，就业形势总

体改善。 调查失业率低于上年，

31 个大城市就业形势明显好

转，农民工就业形势持续改善。

9.�关键词： 收入

解读人： 张毅 国家统

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与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 工资性收入

和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为居

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居民消

费支出加快恢复，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其

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较快。

服务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服务

性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10.�关键词： 价格

解读人： 王有捐 国家

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司长

消费领域价格总体平稳，

核心 CPI 运行平稳，食品价格

略有下降， 能源价格由涨转

降。 生产领域价格低位运行，

国际市场变化带动相关行业

价格下行，供给充足和需求不

足影响部分行业价格下行，高

技术产业发展和促消费政策

对 PPI 走势产生了拉升作用。

11.�关键词： 人口

解读人： 王萍萍 国家统

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人口总量有所下降，但人

口规模依然巨大。 新型城镇化

稳步推进， 城镇化率继续提

高。 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稳定，

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人口素

质持续提升，人才红利逐步释

放。 （来源： 统计微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