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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新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1952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仅

679亿元人民币，1978年增至 3679亿元人民

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

道，2006年 GDP突破 20万亿元人民币后，每

一至两年便突破一个 10万亿元关口，2020
年突破 100万亿元人民币，2023年超过 126
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计算，2023 年中

国 GDP 比 1952 年增长 223 倍，年均增长

7.9%。

占世界经济比重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

比重很小，至 1978年也仅为 1.7%。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和稳定力量。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占

世界的比重升至 17%左右，1979 年至 2023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 24.8%，居

世界首位。

常年居全球货物贸易最大国

新中国成立至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外

贸发展基础十分薄弱。1950 年，中国货物

进出口总额为 11.3 亿美元，到 1978 年仅增

至 206亿美元。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尤其加入世贸组织

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提速。2013 年至

2023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4.0%，快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中国货物进

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份额从 1978年的不足

1%提升到 2023年的 12.4%，连续 7年稳居全

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世界领先

新中国成立至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引

进外资十分有限。改革开放后外资市场准

入逐步放宽，引资规模水涨船高。

2023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633 亿美元，比 1983 年增长 176 倍，规模

连续多年世界领先。2023 年，高技术产业

吸 收 外 资 占 全 部 吸 收 外 资 比 重 升 至

37.3%。

城镇化进程提速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分割、差距很

大。1949 年末城镇化率仅为 10.64%，1978
年末也只有 17.92%。

伴随户籍约束逐渐松绑，城乡间劳动

力、土地、资金等要素流动加快，中国城镇

化进程提速。2023 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

口达 9.3 亿人，比 1978 年末增加 7.6 亿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16%，提高 48.24
个百分点。

粮食总产量增长5.1倍

75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产量 2000多亿斤，到

2015年突破 13000亿斤，此后连续 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2023年，中国粮食产量达 13908亿斤，比

1949年增加 1万多亿斤，增长 5.1倍；人均粮食

产量连续多年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国

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线。

制造业规模全球居首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工业经济艰

难起步。经过 75年发展，中国工业总量规模

跨越式增长，从 1952年的 120亿元人民币增

加到 2023年的 39.9万亿元人民币。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

自 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稳居世界首位，2022
年占全世界比重为 30.2%，成为全球工业经济

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欧盟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科技力量薄弱，研发

经费投入十分有限。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研发投入力度

明显加大。

自 2013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

费投入国，2023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

33278亿元人民币，比 1991年增长 233 倍，与

GDP之比为 2.64%，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增76倍

194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人民币，不少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

1978年，这个数字也只有 171元人民币。

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9218元
人民币，扣除物价因素比 1949年实际增长 76
倍，年均增长 6.0%。

绝对贫困“清零”

新中国成立至 20世纪 70年代，农村贫困

问题始终突出。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

197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7.7亿人，农村贫

困发生率高达 97.5%。

2012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 9899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0.2%。中共十八

大以来，中国打响脱贫攻坚战，到 2020年底现

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③6 据中新社电

10组关键数字见证中国经济75年
75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

是沧桑巨变。记者梳理出 10组关键数字，见证新中国成立75
年来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飞跃。 中国“500强”企业营收总规模

超110万亿元！
如果说企业是观察一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窗

口，那么排名“500强”的中国企业“优等生”，就是

读懂经济变化的“风向标”。

入围门槛提升至 473.81 亿元，较上年提高

3.83亿元；总营收迈上 110万亿元新台阶，较上年

增长 1.58%；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5.01%，增速

实现由负转正……11日最新出炉的“2024中国企

业 500强”榜单展现出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态势和

成长实力。

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营收总规模首超

百万亿元。这一数据再上台阶，更多企业成为世

界大企业集群的重要力量。

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轨迹上，是什么驱动中国

大企业持续实现“量质齐升”？

——新动能不断积蓄。

从榜单看，新兴产业相关企业蓄能起势，在

“500强”中的分量加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有效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阵地。“500强”榜单中，

先进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的地位更

加突出。新能源设备制造、动力和储能电池、通信

设备及计算机制造、半导体及面板制造等企业入

围数量达到 31家，过去 5年增加了 18家。互联网

服务企业的营收占比提升至 3.45%，净利润占比

更是高达 8.58%。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从追“个子”迈入追“体

质”的新阶段，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不断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

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超 50 万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 46万家。产业链骨干企

业加快壮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断涌现。

——创新成色更足。

研发是推动企业创新和增长的重要动力，从

“500强”企业上扬的研发曲线，可以看到创新的

活力和发展的强劲动力。

看研发强度，1.8万亿元的研发投入，较上年

增加 14.89%；研发强度创下了 1.90%的新高；企业

平均研发强度连续 7年稳步提升。

看创新成果，有效专利总数 202.97万件，比上

年增加 14.44万件，其中创新“含金量”更高的发明

专利达 88.96万件，占全部专利的 43.83%。

研发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的灵魂。

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提高自身研发创新能力；

瞄准更前沿的发展赛道，推动产品迭代升级；探索布

局未来产业“新风口”……面对社会需求不断变化

升级，中国大企业拥抱变革，通过技术、产品、服务等

创新，更好满足需求的变化，驱动企业创新成长。

——更全球化布局。

认清当下的“形”，面对长远的“势”。中国大

企业向“强”奔跑，既执着于自身的“纵向”提升，也

在与世界各国企业的“横向”追逐中谋求发展。

看营业收入，入选“世界 500强”的 125家中国

内地企业中，有 14家排在全球行业首位，进入全

球行业前三的共 42家，较上年增加 4家；看净利

润，共有 5家中国内地企业排在全球行业首位，排

在行业前三位的企业合计 26家，这一数据比上年

增加 4家。

面向未来，期待以“500强”为代表的中国大

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强筋壮骨，更

多展现中国企业发展的实力。③6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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