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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我国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3.3%

非凡的变革 巨大的跨越
——从“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看新时代经济建设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戴小河 王琳琳

10月6日上午，在马耳他科斯皮夸市圣玛
格丽特中学师生们期待的目光中，中国驻马耳
他大使于敦海向学校“中国角”师生们转交了
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来自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的复信。

圣玛格丽特中学是一所综合性公立中学，
阿佐帕迪是该校科学老师，十多年前第一次访
问中国的他，被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深深
打动，萌发了“把中国带进课堂”的想法。回国
后，阿佐帕迪在马耳他政府、中国驻马耳他使
馆和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的支持下，于 2010
年在学校创办“中国角”。近年来，马耳他中国
文化中心每年都同圣玛格丽特中学联合举办

“中国角”主题活动，“中国角”已成为当地学生
接触中国文化的重要“课堂”。

今年7月，阿佐帕迪和他的学生致信习近
平主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信中引用《礼
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积极评价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祝福马中建
交50周年，表示愿为马中文化交流多做贡献。
师生们还在信中介绍了“中国角”开展的丰富
多彩活动，以及为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增进马
中友谊做出的积极努力。

今年8月，于敦海大使第一时间将习近平
主席复信转交给阿佐帕迪。当时正值学校暑
假，师生们都不在校中，学校方面希望在开学
后举办一个正式仪式。10月 6日，秋季学期刚
开始不久，学校便举行隆重仪式，于敦海大使
将复信原件正式转交给“中国角”师生。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发出亲切邀请：“希
望‘中国角’越办越好，欢迎师生们来华交流学
习。”习近平主席向马耳他师生和青少年寄予
殷切期望：“希望更多马耳他师生和青少年积
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和
人民友好的传承者。”

马耳他教育部长克利夫顿·格里马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积极评价“中国角”的工
作，因为教育正是开启了解他国文化的一扇
门、开展文化交流的一座桥，“中国角”给学生
提供了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希望“中国角”再
接再厉取得更多成绩。

阿佐帕迪说：“不敢相信习近平主席百忙
之中专门抽出时间阅读我们的来信并亲自复
信，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善良和谦
逊，我们一定会好好珍藏这封信。”

15岁的艾梅·布杰贾是向习近平主席致信
的学生之一。她说，“中国角”帮助学生了解到美
丽的中国，也让学习充满了乐趣，“‘中国角’让
我们学会要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筑起桥梁”。

圣玛格丽特中学校长约瑟夫·埃卢尔说，
学校鼓励学生参加“中国角”活动，学习中文和
了解中国文化，期待师生们能够前往中国学习、
访问和交流，未来两国有更多合作项目，让两国
友谊代代相传。 据新华社瓦莱塔10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记者魏
玉坤）国家统计局8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
2021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
能耗比2012年累计降低26.4%，年均下降
3.3%，相当于节约和少用能源约 14 亿吨
标准煤。

报告显示，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加速

转变，清洁能源占比持续提升。2021年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装机
容量达到 11.2 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容
量的比重为 47%。水电、风电、太阳能发
电装机均超过3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世
界首位。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发
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占比
持续上升。

能源消费清洁低碳加快推进。2021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68.5%降低到 56%，下降 12.5 个百分
点；石油占比由 17%上升到 18.5%，提高
1.5 个百分点；天然气占比由 4.8%上升
到 8.9%，提高 4.1 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
其他能源占比由 9.7%上升到 16.6%，提
高 6.9 个百分点。

人均用能水平不断提高。2020 年，
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 3531 千克标准煤，
比2012年增长18.9%，年均增长2.2%。民
生用能保障有力。2020 年，我国人均生
活用能 456 千克标准煤，比 2012 年增长
46.2%，年均增长 4.9%；人均生活电力消
费量年均增长 7.3%，人均生活天然气消
费量年均增长8.1%。

根据报告，2021年，全国能源消费总
量 52.4 亿 吨 标 准 煤 ，比 2012 年 增 长
30.4%，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6%的GDP增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
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
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奋进
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全景式、多角度展现
了这十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变化与崭
新面貌。

■ 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
台阶、取得新成就

在中央综合展区经济建设主题区，一
艘中国经济“奇迹”号巨轮模型展示了这
十年的发展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从 53.9 万亿元增长到
114.4 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5万元增长到3.51万元；货物进出口总
额从24.4万亿元增长到39.1万亿元；制造
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31.4万亿
元……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坚
持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之路。

一张柱状图展示了2012年至2021年
财政收入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11.73万亿元增长到20.25万亿元。十年来，
我国财政政策效能提升，更加注重精准、可
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2012年以来新增

减税降费金额超过 8.8万亿元，用政府收
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
场活力的“乘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增强。截至今年4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38.8万亿元，是2012年末的3.35倍。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各项政
策协同发力，粮食、能源等重要物资保供稳
价有力有效，我国经济基本盘进一步稳固。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制定一系列纾困惠企政策，出台
多项强化就业优先、促进投资消费、稳定
外贸外资、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措施。

亿户市场主体是稳经济的底气所在。
全国市场主体突破 1.6亿户，带动就业近
3亿人，2013年以来新增的涉税市场主体
去年纳税达到4.76万亿元，这有力印证了
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
活力不断增强

河钢集团智能无人化料场里看不到
一名工人，取料机正在进行取料作业；杭
钢云计算数据中心成为钢铁基地转型的
重大落地项目；山东省兖州矿业集团北
宿煤矿转型为兖煤蓝天洁净能源有限公
司……一幅幅照片记录了各地去产能、
调结构的火热实践。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发
展、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能够爬坡过坎
的关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

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供给体系
质量不断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明显增强，实现更高水平上
的动态平衡。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
要地位。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
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10 年来全球创新
指数排名从第34位上升到第11位。

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
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
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
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走进河北展区，图片中雄安新区容东
片区塔吊林立，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座承载着“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正日新月异拔
节生长。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上海浦东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各项重点任务扎实
推进，成功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先行示
范作用进一步彰显。

产业迈向中高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动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连续
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光明前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

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
我国已经形成 100 多万亿元经济总

量、14 亿多人口、4 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
的强大内需市场。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
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
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
大化发挥。

上海展区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
像，是新时代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生动缩
影。一个月后，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博览会将再次在上海举行，这是中
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

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
水平，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的对外开放。

一张摄于成都国际铁路港的图片，展
示了中欧班列作为陆路运输的“钢铁驼
队”。截至今年 5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55493 列，运送货物 480 万标箱。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
11.8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

这十年，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不断提升。

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
第 96位跃升至最新的第 31位；引资规模
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21 年实际使用
外资 1.15 万亿元人民币，较 2012 年增长
62.9%；10 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49
倍，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6.1%。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