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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这些新规开始施行

2022年我国GDP超120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去年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突破3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40万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GDP）超120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突破3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顶住压力，经济实

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增进民生福祉，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2022 年，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 1206万人，超额完
成1100万人的年度目标任
务；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月度涨幅始终低
于 3%，全年上涨 2%；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
年实际增长 2.9%，与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2022年末，
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年
末增加 2430 万人、849 万

人、825万人……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开年以来，大江南北、
各行各业，处处焕发生机
活力。一系列指标释放经
济运行积极信号：

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重返扩
张区间；新增信贷 4.9万亿
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中
小企业发展指数止跌回升；
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14.5%；
截至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 31845 亿美元，较

2022年末上升1.82%……
“尽管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
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但我
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
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
素条件没有改变，我们有
基础、有信心、有能力抵御
各种风险挑战，向着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
前行。”盛来运说。

“我国坚定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创新
创业创造，深化科技体制机
制改革，加大企业创新激励
力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持续
增强，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
现，发展新动能不断成长。”
盛来运说。

创新投入和产出持续
增加。2022年，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达3.1万亿

元，首次突破 3 万亿元，比
上年增长 10.4%，连续 7 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

新动能持续增强。2022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高
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9%；新
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工业
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90.5%、46.8%、2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
快壮大。“嫦娥”探月，“天

问”探火，中国空间站全面
建成，首架 C919 大飞机正
式交付，第三艘航空母舰福
建舰下水……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
本国策。2022年，我国货物
进出口总额达到 42.1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7.7%，在高
基数上实现新突破。全年
实际使用外资按可比口径
比上年增长6.3%，引资规模
再创新高。

公报显示，2022 年，我
国GDP达121万亿元，这是
继 2020 年、2021 年连续突
破 100 万亿元、110 万亿元
之后，再次跃上新台阶。按
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经济
总量达 18 万亿美元，稳居
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为
8569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
算达 12741美元，继续保持
在1.2万美元以上。

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遭遇国内外多重超预

期因素冲击，风险挑战前所
未有。

“全年经济顶住压力实
现 3%的增长，在世界经济
体量排名靠前的主要经济
体中增速领先，经济总量持
续扩大，发展基础更加坚
实，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
说。

2022年全年，粮食产量
13731 亿斤，比上年增产
0.5%，连续8年稳定在1.3万

亿斤以上；全部工业增加值
首次超过40万亿元，其中制
造业增加值达33.5万亿元，
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地位；原煤产量45.6亿吨，比
上年增长 10.5%；原油产量
20472万吨，2016年以来首
次回升至2亿吨以上……

一系列经济指标反映
我国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
夯实，工业“压舱石”作用凸
显，能源保供成效明显，发
展韧性持续彰显。

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 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新动能持续增强

着力夯实民生之基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

N据新华社电

2023年版重点管控新污
染物清单于3月1日起施行。

新污染物是指排放到
环境中的具有生物毒性、环
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
征，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

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
入管理或者现有管理措施
不足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清单明确了 14种类重
点管控新污染物及其禁止、
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

措施。各级生态环境、工业
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商务、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以及
海关，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
法加强对新污染物的管控、
治理。

3月，一批新规开始施行。111个药品纳入新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新版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保卫碧水蓝天；化
妆品监管新规加强儿童化妆品等产品抽样检验……更完善
的法治，更安心的保护。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于3月1日起实施。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新增 111 个药品，涵盖 2
个新冠治疗用药、7个罕见

病用药、22个儿童用药等，
绝大部分是 5 年内新上市
的药品。

调整后的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 2967

种。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
颗粒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
治疗发热、咳嗽等新冠症状
的药品已达600余个。

111个药品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新版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生效

预备役人员法自 3 月
1日起施行。

作为全面规范预备役
人员工作的基础性、综合

性法律，本法对预备役人
员领导管理体制、身份属
性和分类，以及预备役军
衔、选拔补充、教育训练和

晋升任用、日常管理、征
召、待遇保障、退出预备
役、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
规范。

《信息技术产品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管理规
定》自3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数字和网
络出版物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应当符合汉语拼
音、普通话语音、规范汉
字、现代汉语词形、标点符
号和数字用法等语言文字
规范标准。

需要使用汉语方言、
繁体字、异体字的，应当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相关规
定。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于3月1日起施行。

暂行办法明确生产销
售者“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

任和市场监管人员的属地监
管责任，要求生产者配备质
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

在生产全过程监督检
查方面，要求生产者建立

原辅料管理、生产关键点
控制、出厂检验控制等管
理制度以及控制措施，实
现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

《化妆品抽样检验管
理办法》于 3 月 1 日起施
行。

办法明确，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每年组织开展

国家化妆品抽样检验工
作，并负责建立国家化妆
品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加
强化妆品抽样检验信息化
建设。

化妆品抽样检验应当
重点关注儿童化妆品和特
殊化妆品，使用新原料的
化妆品，监管工作中发现
问题较多的化妆品等。

新修订的《国家以工代赈
管理办法》于3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办法明晰以
工代赈政策实施范围、受益
对象、建设领域和赈济模

式，强调向参与工程建设的
群众发放劳务报酬、开展技
能培训等政策目标，进一步
完善了以工代赈投资计划、
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监督检

查等方面具体要求，并新增
了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
目实施以工代赈和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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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儿童化妆品等产品抽样检验

充分保障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

完善信息技术产品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完善以工代赈管理制度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预备役人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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