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26日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上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旨在全面调查我国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的经济联系，以及推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安全保障、绿色转型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展现出稳固的基
础、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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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GDP数据总量有所增加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国际通行做

法，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
据和有关部门资料，并同步实施城镇居民自
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对2023年国内生
产总值（GDP）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2023年
国内生产总值为129427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
增加33690亿元，增幅为2.7%。

“普查修订后，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
接近130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五年
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30%
左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长源。”国务院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
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康义说，五年来，面对国际环境的深刻复
杂变化和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开展科学有效的宏观调
控，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综合国力得
到了明显提升。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字经济发

展状况相关内容。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共
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91.6万个，
实现营业收入48.4万亿元，占全部第二三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0.9%。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说，以数字
产品制造、服务和应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数字产品制
造业企业法人单位26.2万个，占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企业总量的 9%，营业收入 20.5 万亿
元，占比是42.3%。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人
单位143万个，占比49%，营业收入14万亿元，
占比29%。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当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的营业收入占比较高，超过四成；数字技
术应用业的企业数量较多，接近五成，体现出
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和数字技术
应用业的发展活力。”王冠华说。

发展结构更优、动能更足
“五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态势未改，

区域发展协调性继续提升。”康义说，服务业
经营主体大幅增加，成为支撑经济增长、促进
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力量。

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制
造业保持较快发展。2023年末，全国制造业
企业法人单位达到404.8万个，比2018年末增
长23.8%；制造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达到151
万亿元，增长41.7%。

中西部地区经济占比也在提高，区域协
调发展实现新提升。2023年末，中部、西部
地区拥有第二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占全国
的比重分别比2018年末提高了1.4个、0.6个
百分点。

“五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企业的创新研发
势头强劲，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康义说，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发明专利申
请量比2018年增长了65.1%。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果
加快转化，产业高端化发展步伐加快。2023
年末，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数量占规模以
上制造业的比重比2018年末提高2个百分
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数量占规模以上

服务业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全国从事战略性
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5.8万个，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五
分之一。

推动普查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反映了高质量发展

进程，更好地掌握国民经济行业结构，为全面
客观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执行情况、科学
制定“十五五”规划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
重要支撑。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编辑制作《中国经
济普查年鉴（2023）》等普查资料，提供更详实
的普查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国务院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
家统计局副局长蔺涛说。

他表示，下一步将聚焦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等经济社会发展
和统计改革的重点关注领域，组织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等社会力量，深入开展课题研
究分析，深化普查数据共享与服务，推动普
查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摸清“家底”把脉经济
——从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看中国经济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潘洁唐诗凝

破解课桌椅不适配难题
2024年6月，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

发《孩子们个头高了，课桌椅能否跟着“长”？》
一稿，关注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现象，引
发热议。

不久前，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印发了《关于切实
抓牢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关键阶段防控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采购符合
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为小学生提供符合用
眼卫生要求的校园环境。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学校看
到，教室里课桌高度错落有致，桌斗右侧面装
有升降调节孔，学生可使用调节器自主调节
桌子高度。配套的椅子同样可调节高度。

“课桌椅与学生身高的适配度，关乎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太平桥学校党总支书记宋振
中说，“学校针对不同身高学生配备了不同型
号桌椅，引导、鼓励学生及时按需调节桌椅高
度，避免大个子‘窝’小桌子的现象。”

山西太原小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可调节课桌椅的配备正在逐步推进。当
地将课桌椅配置改善工作作为学校常规管理
工作的重要内容，监督和督促学校进行改善，
并制订了考核细则，对不合标准的学校予以
通报。

湖南、浙江、贵州等地的一些学校还配备了
折叠式可躺睡课桌椅。每到午间，只需要轻轻
一拉，课桌椅就变成躺睡椅，方便孩子们午休。

但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地优化课桌椅配
置尚存现实掣肘。

“一些地方将此项工作纳入‘民生实事’
项目后见效较快，但资金不充裕的地区往往
推进较慢。”受访教育人士表示，推动可调节
课桌椅、可躺式课桌椅进校园仍需加大资金
投入。

山西省某基层卫生监督所负责人表示，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课桌椅负有监督职责，
但基层部门人员不足，承担任务较多，对学校
卫生的监管力度尚待加强。

受访人士建议，加大对中小学课桌椅投
入的保障力度，可考虑财政统一出资采购，以
集中招标来降低成本。同时，需进一步加快

课桌椅国标的修订，充实基层卫生监督队伍
力量，形成对课桌椅使用维护的有效监管。

减少各类形式主义作业
2024年8月，“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代

做手抄报”竟成热门生意！——谨防中小学
作业中的形式主义》一稿，引发广泛共鸣。多
地相继出台文件为学生和家长“松绑”。

9月，四川成都发布规范作业管理规定，
要求中小学科学合理布置作业，“不打卡、不
上传视频、不给家长布置作业”。12月，湖南
长沙发布关于寒假活动安排的通知，严禁学
校布置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要求简化作业
布置形式，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关键在于提高教师
设计优质作业的能力。为此，山西省晋城市
实施作业优化工程，推出了涵盖中小学9个年
级、14个学科，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
的优秀作业案例，供老师们交流学习。

部分学校在课中展示“做加法”，课后作
业“做减法”，培养学生自主管理能力。“比如，

语文课前，人人参与‘开口即美’展示；英语课
上，开展‘自然拼读’等实践活动。”重庆两江
新区童心小学教育集团校长秦波说，学校倡
导“每个儿童都是作业的主人”，通过人人晒
作业、担任小评委等方式，鼓励学生进行作业
自主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打卡式”作业少了，
但一些地方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等部分实践
项目在落地中走形变样，加重了学生和家长
的负担，甚至沦为一些商家的“生意经”。

记者在淘宝上检索“学生志愿服务”等关
键词，页面上出现“志愿活动一键搞定”“志愿
时长录入”等商品。在与一名商家沟通时，对
方表示“造假”20小时的志愿时长需120元，并
晒出很多如此“操作”下的志愿服务平台截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破除
形式主义作业顽疾，仍需“治本”。应优化学校
教育评估体系，更加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个
性发展、创新能力等，引导学校从关注量化指
标转向育人实效，根据办学特色探索多样化作
业设计方式，真正发挥作业的育人功能。

增加课间活动，找回运动快乐
2024年9月，“新华视点”栏目跟踪关注

中小学课间活动情况，播发了《多地延长课间
时长 如何真正让孩子们放心“动起来”？》。

记者了解到，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北京、
天津等多地将“课间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
同时优化校园安全管理措施，更好保障孩子
们的“课间自由”。

下课铃响，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学
生们打开教室里的活动箱，孔明锁、棋类、皮
筋、沙包等活动用具种类丰富，走廊里的“大
空间”也为学生提供了图书和钢琴。“我经常
在课间和同学们一起下棋，15分钟能玩两三
局。”该校三年级学生侯萌灿说。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不少学校巧妙开
辟活动空间、配足配齐体育设施器材、创新体
育游戏形式，多措并举释放课间15分钟活力。

仲冬时节，重庆市永川区兴龙湖小学的
孩子们在体育公园尽情“撒欢儿”，一派欢腾
景象。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小渝说，学校今年
新开辟了吊环、攀爬、蹦床区域，在校内建起
体育公园，还分年级对课间活动区域进行统
筹安排，引导学生有序参与。

“运动多了，吃饭吃得也多了”“走到户
外，晒晒太阳，心情舒畅”“课间活动好了，上
课就专注于课堂”……课间15分钟带给学生
们的感受融入了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记者采访了解到，出于安全考量，一些中
小学保障学生课间正常活动的力度仍然不
足。有的学校不允许学生课间下楼，只能在
楼道里活动。此外，在一些学校，老师拖堂挤
占学生课间活动时间的现象，仍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康丽颖等认为，学生
全面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家庭、学
校、社会要同向发力，为孩子参与体育活动保
驾护航。

受访法律专家表示，推动“课间一刻钟”
在更广范围落地，仍需厘清校园安全责任边
界，宜完善意外伤害风险分担机制，明确相关
司法判定标准，实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相统一。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课桌椅不匹配、形式主义作业多、课间难活动……

这些问题解决得怎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课桌椅高度与学生身高不匹配怎么办？一些学校布置的形式主义作业太多怎么办？课间孩子们能走出教室吗？……
2024年，“新华视点”记者持续关注中小学生健康成长问题，播发了一系列调查报道。多地纷纷跟进“出招”，积极采取整治举措。
岁末年终之际，记者就上述问题深入北京、重庆、贵州、山西、吉林等多地中小学校园，感受新气象，记录新变化。

11月14日，北京市黑芝麻胡同小学的学生在课间玩游戏。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