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A3 2024.3.1 星期五
责编：王娟 美编：江佳锳 组版：滕爱花

“观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
中国经济，既要看‘体量’，更要看

‘体质’。”盛来运表示，当前我国
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过去一年，全国锚定高质量发
展首要任务，不仅守住了宏观经
济“稳”的基本盘，更拓展了“进”
的新空间。

新动能不断蓄积，2023年制
造业技术改造投资比上年增长
3.8%，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
升至15.7%、33.6%。数字技术和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电
子商务交易额比上年增长9.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11.9%。现代化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新建高速铁路
2776公里，年末5G基站数达338
万个。

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
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3.3 万亿元，与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 2.64%，其
中 基 础 研 究 经 费 支 出 增 长
9.3%。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邮
轮、“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等“大
国重器”亮点纷呈，彰显中国创造
硬核实力。发明专利平稳增长，
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
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 万件的国

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超过四
成。

同时，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
入。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储能产
业快速发展，清洁能源消费量占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 26.4%，比
上年上升0.4个百分点。绿色低
碳新增长点不断涌现，规模以上
工业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
组、充电桩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30.3%、28.7%、36.9%，“新三样”
产品出口突破万亿元大关。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不断加强，全年
完成造林面积400万公顷，新增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3万平方公
里。

新闻链接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23 年度第 19 届“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由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技术研究发展
中心（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和科学传播与成果转化中心承办。由
近 100 位相关学科领域专家从中遴选出 30 项成果，在此基础上邀
请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2100 多位基础
研究领域高水平专家对 30 项成果进行投票，评选出 10 项重大科
学研究成果，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审议，最终
确定了入选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成果名单。

名单：
1. 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天气预报带来新突破

2. 揭示人类基因组暗物质驱动衰老的机制

3. 发现大脑“有形”生物钟的存在及其节律调控机制

4. 农作物耐盐碱机制解析及应用

5. 新方法实现单碱基到超大片段 DNA 精准操纵

6.揭示人类细胞 DNA 复制起始新机制

7.“拉索”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的极窄喷流和十万亿电子伏特光子

8.玻色编码纠错延长量子比特寿命

9.揭示光感受调节血糖代谢机制

10.发现锂硫电池界面电荷存储聚集反应新机制

横纵比较看5.2%的经济增速

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稳步
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实
现了5%左右的预期目标。如何
看待 5.2%这一经济增速？盛来
运分析，从相关实物量指标看，我
国发电量比上年增长6.9%，能源
消费总量增长5.7%，货物运输总
量增长8.1%，5.2%的经济增长具
有坚实支撑。纵向比较，5.2%的经
济增速比上年加快2.2个百分点，

也快于疫情三年 4.5%的平均增
速。横向比较，我国经济增速明显
快于美国2.5% 、欧元区0.5% 、日
本1.9%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有望超过30%，仍是全
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具体来看，2023年全国第一
产业增加值 89755 亿元，比上年
增 长 4.1%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482589亿元，增长4.7%；第三产
业 增 加 值 688238 亿 元 ，增 长

5.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
加值比重为 38.3%，第三产业增
加值比重为54.6%。

“三驾马车”中，消费成为拉
动经济主动力。最终消费支出拉
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3个百分
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货物和服
务净出口向下拉动国内生产总值
0.6个百分点。

统 计 公 报 发 布 了 人 口 数
据 。 2023 年 年 末 全 国 人 口
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93267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
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
万人，死亡率为7.87‰；自然增长
率为-1.48‰。

这是我国人口连续第二年负
增长。人口“拐点”的到来带来什
么转变？盛来运认为，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1.05年，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
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
首位，“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
才红利”转化。

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质量
不断改善。2023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
小至2.39。2023年，居民人均服
务性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14.4%，

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17.6%。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保持稳
定，2023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4041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7032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
重为 63.5%；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44万人，比上年多增38万人；
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为5.2%。物价方面，2023年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2%。

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全景呈现 2023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
初步核算，全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1260582 亿元，
比上年增长5.2%。全年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89358元，比上
年增长 5.4%。国民总收入
12512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
来运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
顶住多重压力实现量的合理
增长，与此同时，在爬坡过坎

中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社会民生事业取得新
进步。

据北京晚报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AI气象大模型入选
它能替代人工预报吗？

现代快报讯（记者 是钟寅
徐红艳）2024年 2月 29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榜单涵盖生命科学、人工智能、
量子、天文、化学能源等科学领
域。“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天
气预报带来新突破”位列第一。
气象大模型有何神奇之处？我
们天天关注的天气预报，已经用
上了吗？现代快报记者为此采
访了江苏省气象台专家。

“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精准
天气预报带来新突破”是来自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的研
究成果。据悉，田奇、毕恺峰、
谢凌曦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提出了一种适配地球坐标系统
的三维神经网络，能够有效处
理天气数据中的复杂过程，并
通过层次化时域聚合策略来有
效减少迭代误差，成功实现了
精 准 的 中 期 天 气 预 报 。 在
1979-2017年全球天气再分析
数据上训练后，构建了盘古气
象大模型。

该模型能够预报7天内的
地表层和13个高空层的温度、
气压、湿度、风速等气象要素，
并将全球最先进的欧洲中长期
天气预报中心（ECMWF）集成
预报系统的预报时效提高了
0.6天左右，热带气旋的路径预
报误差相较于ECMWF预报系
统降低了 25%。该模型仅需
10秒即可完成全球7天重要气
象要素的预报，计算速度较数
值方法提升1万倍以上。该研
究展示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
解决天气预报问题上的突破。

2023 年 7 月 5 日 ，《Na-
ture》刊发华为云盘古气象研
究成果，业内专家普遍给出了
正面评价，认为盘古开启了新
的预报范式。不过，也有专家
指出AI模型存在依赖再分析

数据、解释性不足、判断极端天
气偏差等问题。

气象大模型在国内已经广
泛应用了吗？江苏省气象台高
级工程师庄潇然介绍，近两年
气象大模型在天气预报领域应
用越来越多，应用覆盖面快速
提升。江苏省气象台是国内最
早接触、应用并参与AI气象预
报技术的气象业务部门之一，
目前包括大模型在内的AI技
术已经在天气预报的多个环节
中使用。“从数小时内的短临预
报，到 3~7天的中短期天气预
报，都有用到。”

庄潇然介绍，江苏省气象台
对盘古气象大模型开展过本地
化试用评估，发现它的计算效率
确实很高，对高空环流形势场有
着较好的预测效果。但对地方
气象台而言，计算效率固然非常
重要，同时对降水、气温、风速等
地面气象要素的预报准确度及
精细度也有较高要求，现阶段气
象台预报员的经验仍起到主导
作用，对各种数据综合判断后，
才会对外发布天气预报。

未来，AI 能代替预报员
吗？庄潇然说，AI天气预报的
计算效率确实远胜于传统的数
值天气预报，效率也是天气预报
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天气预报
不光要“快”，还要“准”。各地的
气候都有其特殊性，以江苏为
例，处于沿海平原地区，南北气
候交汇的位置意味着强对流天
气相对高发，目前各种大模型的
预报准确度和精细度仍不够理
想。“像龙卷风这种高度非线性
的强对流天气，未来相当长一段
时间，还要以预报员的人工经验
为主。”他表示，未来AI在天气
预报领域的应用肯定还会更广
泛和深入，业内人士也愿意积极
拥抱新技术，推动AI模型与传
统方式优势互补。

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新动能蓄积提升经济“体质”

视觉中国供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2023年国民总收入超12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