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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已经发布。经
济形势怎么看？未来发展怎么办？多位接受采
访的专家认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基础更
为牢固，供需循环更趋均衡，发展质量稳步提
升，有底气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恢复态势更加明显

尽管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发展
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我国经济状况总体稳定，
经济向好发展有坚实基础。

从增速看，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5.2%，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4.9%，环比
增长 1.3%，比二季度加快 0.8个百分点。从就
业看，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月下降，
平均为 5.2%，9月份为 5%。从物价看，前三季
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4%，9
月份环比上涨 0.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连续 3个月降幅收窄。从国际收支看，
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规模处历史高位，9月
末外汇储备保持在 3.1万亿美元以上。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表
示，我国生产供给稳步增加，市场需求持续扩
大，就业物价总体改善，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展现出强大韧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认
为，三季度经济数据有效提振了信心，也为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经济
恢复的助力、经济前行的动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潜力形成叠加，经济加快恢复态势更加
明显。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5.2%，为实现

全年 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创造了良好条
件。若今年经济增长 5%，‘十四五’前 3年年
均增速将达到 5.5%，进一步向潜在增长水平
回归，也为实现‘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奠定了基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
长王一鸣说。

王一鸣表示，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已
进入趋势性恢复的轨道，经济韧性强、潜力
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发展质量持续改善

经济回升向好的同时，发展质量也在持
续改善。“从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看，新动能快
速成长、经济转型步伐加快，是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突出亮点。”张宇贤说。

从需求端看，内需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到 83.2%，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为 29.8%。升级类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消费
新业态新热点持续涌现，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势良好，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较
快增长。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创新发展动能
更加充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
究所所长罗蓉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支持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服、海外仓等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前三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达到 1.7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 14%，贸易
创新初见成效。

从供给端看，创新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
增强。制造业结构加快升级，前三季度，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高于全部规上
工业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对全部规上工业
增长贡献率达 46.8%。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
济所所长刘泉红表示，今年以来，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高可靠性“三高”行业发展提速，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三化”步伐加速推进，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三新”动能加快壮大，产
业经济协调性和韧性增强。总体上看，产业经
济较好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民生改善来看，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9%，高于 GDP增
速。从质量效益来看，8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在连续 3个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
长；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2%，增速较 7月份
大幅回升 23.9个百分点。伴随着经济形势的

好转，企业预期也在改善。9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2%，重回扩张区
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
春丽表示，企业效益显著好转，居民就业和收
入明显改善，“企业经营改善—就业增加—收
入提高—消费增加—生产加快”的良性循环
正在形成。

中国经济未来可期

“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在房地产市场和
出口增速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取得的，表明我
国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进一步加强。”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说。

张宇贤表示，各方面数据再次证明，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足的韧性，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经济不但当下有为，更
是未来可期。
“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相比，我们胜在素

质、效率、体量、治理等，胜在产业体系的完备
性和配套能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
理部主任叶辅靖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表
示，展望后期，稳增长仍面临内外严峻考
验，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部分企业经
营困难未根本缓解，民间投资持续处于低
位，市场信心仍需增强等问题。为此，我们
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巨大、
产业体系完整等优势，继续加强宏观调控，
着力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促消费、稳投资、
提信心，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活
力，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中国经济行
稳致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认
为，当前，宏观政策的目标是短期内防止经济
放缓，以稳定外需、扩大内需为重点，把经济
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长期是以加快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为重点，抑制经济增长出现趋势
性下降。

经济日报记者熊丽

10月 22日晚，第 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
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的成都科幻馆圆满闭幕。

闭幕式上，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联合
主席本·亚洛、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专职
主席梁效兰发表致辞。

闭幕式上分别为“最佳粉丝派对”“最佳
粉丝展位”“幻享未来”优秀传统文化主题科
幻作品征集活动的青少年作品类文学类和艺
术类金奖、科幻艺术类金奖获奖者颁奖，并正
式宣布世界科幻大会（成都）品牌推广中心成
立。闭幕式上，世界科幻大会（成都）品牌推广
中心正式聘请海漄、鲁般、任青、赵恩哲、久里
为雨果 X学院导师。

伴随着《Come and Get Your Love》的音
乐声响起，本·亚洛宣布第 81届世界科幻大
会正式闭幕。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联合主
席陈石将法槌交与 2024格拉斯哥世界科幻

大会代表文森特·多切蒂手中，同时赠送一份
独具特色的成都礼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掐丝珐琅画。这幅画是由成都市郫都
区华爱学校的师生共同制作完成，画面描绘
了星云、科梦、芙蓉花以及电影《哈利·波特》
霍格沃茨的取景地格拉斯哥大学，象征着世
界科幻大会从 2023成都到 2024格拉斯哥的
美好传承与畅想。

成都科幻大会给幻迷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美国科幻迷说：“如果我是世界科幻大会
的主办方，我会想每年都在成都。”德国科幻
迷表示：“我认为对于中国科幻迷和国际科幻
迷来说，这都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对于科幻迷
来说是绝对值得来中国看一看的。”韩国科幻
迷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全世界的科幻迷
们，通过本次大会感受到成都的科幻浪漫。”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组委会副主席、

雨果奖评选组组长戴夫·麦卡蒂对成都科幻
大会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希望在世界各地都
能举办这样的盛会，这次大会的科幻感十足，
成都是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绝佳之地。”著名
科幻作家、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荣誉主宾
罗伯特·J·索耶表示：“每一分钟都超出了我
的预期，实在太震撼了。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
一届世界科幻大会！”

据了解，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期间，
有来自全球 35个国家和地区超 1200名嘉宾
参会，超过 2万名幻迷参会，共开展 200余场
主题沙龙。相信本次世界科幻大会只是一个
开始，在未来，科幻之城将让成都更具特色，
城市面貌更有辨识度，科幻全产业链的发展，
新的范式会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的燃料。当
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科幻肯定是要越来越
好，更好的成都成就更好的你。

10月的四川广元，大地流金，万物呼晴。近日，媒体代表走
进广元嘉陵江物流港（昭化港区），工作人员正在对一个个标准
集装箱进行吊装，机器发出的提示声不绝于耳，一派繁忙景象。
“依托恩广高速、广巴铁路、嘉陵江航道、长江航道等交通

干线，我们承担西北地区煤炭、矿石等大宗商品外运，以及玉
米、大豆、稻谷和成品粮流入。”广元嘉陵江物流港相关负责人
介绍，嘉陵江物流港是广元联系长三角城市群的骨干运输通
道，主要功能是打通“东粮西进”流入通道、“西煤东运”流出通
道，构建西北地区大宗物资铁水联运通道。

近年来，广元依托“公铁水空管”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明确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思路，奋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物流枢纽经
济示范区。

跨山越海 织路成网

广元打造“全国区域性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的底气从何
而来？

广元自古就是南北必经、兵家必争、商贾云集之地，唐代有
“京华冠盖往来络绎不绝”，宋时称“剑外大都会”，民国时期成
为四川四大商埠之一。

今日之广元，天堑变通途，公、铁、水、空、管五种交通运输
方式齐备，已成为连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
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公路总里程突破 2.4万公里，已建成京昆、兰海、恩广、广
平、广元绕城 5条高速公路，5条国道、15条省道贯穿全境。
宝成、兰渝、西成、广巴达万 4条铁路在境内交汇，总里程

达 520公里，是四川第二大铁路枢纽和货运编组枢纽站、西部
地区首个建成投用动车运用所的地级市，稳定开行中欧、中老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等班列。

广元嘉陵江物流港昭化港区、苍溪港区开港运行，广元嘉
陵江物流港至重庆果园港集装箱班轮开通，打通了“疆煤入渝”
“晋煤入川”公铁水联运新通道，嘉陵江千吨级货运班轮可直达
“长三角”，实现西北与川东北地区大宗货物“通江达海”。

广元机场开通至北上广深等国内主要城市航线近 20条，
年民航旅客运输量达 50万人次。

建成油气输送管道 11条 1536公里，川东北—川西、中贵
线、兰成原油和兰成渝成品油等国家油气输送干线在广元实现
分输和上下载。

从公路到铁路，从陆地到水上，从水上到天上，交通纵横成
网，通行畅达八方。

从蜀道难到蜀道通到蜀道美，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以大
路网带动大发展，广元交通区位优势逐步彰显。

俯瞰广元，一个“流动”的城市正快步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康
庄大道上。

跨山越海 货畅其流

广元打造“全国区域性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的信心来自
何处？

在广元公路物流（上西）园区，大小不一的快递包裹被高速
运转的传送带运送到指定位置，一辆辆物流配送车从这里驶向
四面八方。

在广元铁路综合物流基地，一列满载出口货物的列车鸣着
长笛从基地缓缓驶出。

在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工人们忙着转运铝锭，供应铝产品加工下
游企业。

国家把广元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省委省政府明确广元建设成渝地
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广元全方位夯实硬件基础，加速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创
建，加快完善“一极三带四港五园多节点”的现代物流产业布局，全面提升广元物
流产业规模和能级。

目标已定，方向已明，将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广元动作频频。
建成全国首个高铁快运物流基地和西部地级市首个动车运用所，成立西部

首个铝锭贸易中心，广元国际铁路港海关监管中心和铁路综合物流基地建成投
运，国际班列开行基本实现常态化，多点多线的国际班列运输格局加速形成。

广运现代物流、广元捷达物流等本土企业迅速发展，中煤集团、新疆广汇、新
疆能源、传化集团等一大批企业项目陆续落地，京东、菜鸟、沙师弟等物流平台加
速布局，煤炭、粮食、木材等大宗物资进出需求呈几何式增长，现代物流产业发展
迈入新赛道，562家各类物流企业领跑市场。

广元现代物流产业的春天，正扑面而来。

跨山越海 未来已来

广元将如何打造“全国区域性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
“物流”和“枢纽”已成为广元未来发展的两个“C位”热词，产业链延伸的聚

集效应已经凸显：总投资 6亿元的传化公路物流港、总投资 3.3亿元的四川港投
川陕甘铁路冷链及粮食供应链产业园等项目相继成功签约落地，总投资 3亿元
的四川能投川陕甘智慧商贸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即将签约……

2023年上半年，广元全市社会物流总额 758.7亿元、同比增长 4.5%，全市物
流业总收入 69.5亿元、同比增长 4.5%，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
为 15.1%。
奋楫扬帆风正劲，勇立潮头逐浪高。
未来，广元将借助此次盛会，探寻从“好区位”走向“强枢纽”、形成“高质量”

的“变身之道”，全力打造“一带一路”国际班列组货基地、全国高铁快运创新发展
示范基地、嘉陵江上游铁公水多式联运中心、西部煤炭调拨储配中心、西部铝基
材料贸易中心，努力建设全国区域性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

这个位于北纬 32度，秦岭以南、长江以北的城市，正乘着“一带一路”东风，
通江达海，畅通四方，链接全球。

（图片由广元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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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第 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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