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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海
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中
国外贸经受住多重挑战，规模再
创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在国
新办当日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2024年9月底以来，新一轮
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举措相
继出台，有力推动四季度外贸实
现 11.51 万亿元的季度历史新
高。尤其是12月份，当月进出口
规模首次突破 4 万亿元，增速提
升至6.8%，全年外贸圆满收官。

进出口分开看，2024 年，我
国出口规模达到25.45万亿元，同
比增长 7.1%。出口产品结构不
断优化升级，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8.7%，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59.4%。同期，我国进口 18.3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3%。服装、水
果、葡萄酒等民生消费品进口需
求较为旺盛，进口值分别增长
5.6%、8.6%、38.8%。其中，由于元
旦、春节临近，12 月份我国消费
品进口额创近21个月新高。

贸易伙伴方面，2024 年，我
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
出 口 22.0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
首次超过 50%。其中，对东盟进
出口增长9%，我国与东盟连续5
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贸易主体方面，2024 年，我
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近
70 万家，数量再创新高。外贸

“主力军”民营企业进出口 24.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占我国
外 贸 总 值 的 比 重 继 续 提 升 至
55.5%。

分区域看，2024 年，东部地
区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79.7%，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
东北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4年创
新高，2024年为1.25万亿元。

王令浚表示，当前外部环境
更加复杂，外贸稳增长面临严峻
挑战，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
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的基本
面没有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因素依然稳固。“下一
步，海关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不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
务水平，持续推动我国外贸行稳
致远。”

突破43万亿元！

2024年我国外贸规模
再创新高

2025年开年近半个月以来，全
国多地召开重要会议，部署全年经
济工作，并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
红”。

细看各地部署的具体工作以及
出台的最新政策举措，激发消费活
力、扩大有效投资等成为发力重点，
针对提振重点产业发展、力促科技
创新，以及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多地也划定了目标和路线图。

“扩大内需”出台务实举措

2024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
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列为 2025 年九大重点任务之首。
一开年，多地围绕扩大内需召开重
要会议。

例如，海南省全省扩大内需工
作推进大会召开，安排部署2025年
全省全方位扩大内需工作。贵州省
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抓产业抓项目
抓招商推进会，坚决贯彻扩大内需
战略，围绕扩大有效投资大抓产业、
大抓项目、大抓招商。

会议部署确定方向之外，扩内
需的具体举措也接连推出。

提振消费方面，广东、广西、重
庆、宁夏等多地陆续部署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衔接工作，与此同时，部
分地区还出台专门政策来激发消费
活力。例如，江苏省商务厅等 15
个部门近日印发《江苏省繁荣夜经
济激发消费活力若干措施》，提出
15 条具体措施，致力于促进夜间
商业消费，这是江苏首次出台关于
繁荣夜经济的系统性政策文件。河
南《推动 2025 年第一季度经济“开
门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围绕零
售、餐饮、文旅、住宿等重点领域再
发放2亿元新春消费券”。

扩大投资方面，加快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是重要支撑，多地陆续公布项
目建设清单，并提出要加快落地。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重大工程资金保障和项目支
撑将有力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中诚
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表
示。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

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也认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将成
为地方重大项目投资和建设重点。

在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日前举行
的一季度“开门红”政策举措媒体吹
风会上，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称，2025年“3个100”市重
点工程拟于近期正式发布，今年的
300 个项目包括 120 个计划新开工
项目和180个续建项目。

记者从江苏省 2025 年全省重
大项目建设专题会议获悉，今年江
苏省省级共安排实施项目 500 个、
储备项目 100 个，数量规模同比增
加，更加突出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
碳转型和新开工增量，更加突出与

“两重”融合衔接。

力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

细看多地开年相关会议部署，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新质生产力”多次被提及。围绕强
产业、锚定特色产业，多地已提出具
体的发展目标和务实举措。

宁夏提出，聚焦打好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攻坚战，坚持点线面结合，
大中小覆盖，采取非常规举措、支
持非常规产业、实现非常规发展，
打造“中国算力之都”。湖南省全
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

“统筹四类产业，实现重点领域领
跑领先”，其中提到“培育壮大锂
电新能源材料、低空经济、安全应
急等新兴产业，力争全年新能源汽
车产量突破100万辆，形成新的增
长引擎”。另外，北京市发展改革
委相关负责人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要“抓产业增量”，围绕集成电路科
研端和配套端、绿色能源央企龙头、
机器人产业链等领域引育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以科技创新促
产业发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也成为多地施政的重要
抓手。

安徽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
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三大科创引领

高地建设，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
机制一体改革，构建体现安徽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川省全省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部署 2025 年
工作时指出，“面向重点产业链细分
领域，发布企业技术需求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朱克力表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两者深度融合意味着将前沿科技
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传
统产业升级并催生新兴产业，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加大研发投入、完善
创新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都将是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改革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
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
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改革”也成
为多地开年部署的关键词。

上海新年首次市委季度工作会
议指出，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加快实施一批标志性改革举措、推
动制定一批重大改革政策、复制推
广一批制度创新成果。重庆提出，
进一步细化年度改革目标任务，优
化改革项目生成机制，总结提炼固
化改革成果、完善制度机制，抓好牵
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以钉钉子
精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建设
取得更大进展。

部分地区已经细化了具体改革
举措。今年 1 月 1 日，浙江省委、
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以“千万工
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
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实
施方案》，提出将系统实施三方面
重大改革，分别是城乡融合体制机
制改革、“扩中提低”和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改革。浙江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
春波表示，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
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将聚
焦缩小“三大差距”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开展试点，及时总结推广
好经验好做法，做到“一地创新、
全省共享”。

来源：经济参考报

力争经济“开门红”

地方部署聚焦三大方向

1月13日11时，我国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
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
将微厘空间 01 组卫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微厘空间01组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