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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16日电（记者杨
依军）4 月 16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德国总理朔
尔茨。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
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10 年来，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德
关系始终稳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
巩固和深化，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
动力。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要解
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国合作。中德
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巩固和发
展中德关系的意义超越双边关系范
畴，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
要影响。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
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携手为世界注入
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都曾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德之间没有
根本利益冲突，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
中德合作对双方有利，对世界有利。世
界越是动荡，双方越要提升两国关系的
韧性和活力，坚持中德关系的合作主基
调和发展大方向，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
位战略伙伴这一定位。中国对德政策保
持高度稳定性和连贯性。双方应该继续
以开放的胸襟密切交往，增进战略互

信。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两国关系必将继续
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
度互嵌，两国市场高度依存。中德互利
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
保障、开创未来的机遇。无论是机械制
造、汽车等传统领域，还是绿色转型、数
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都有
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亟待挖掘。双方
应该发扬互利共赢的鲜明特色，彼此成
就。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
产品等，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
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巨大贡献。中德
两国都是以实业立国，都支持自由贸易
和经济全球化。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
抬头，坚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
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
题，多探讨合作。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
本国策，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赴德发展
提供公平、透明、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
境。中德在世界多极化问题上有不少
共通之处。多极化本质上应该是不同
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的国家之间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中德应该独立自
主开展多边领域协作，推动国际社会用
实际行动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不平

衡、地区冲突等全球性挑战，为世界的平
衡稳定作出更多贡献。

朔尔茨表示，当前，德中关系发展良
好，双方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密切。双方
成功举行了两国政府磋商以及战略、财
金等领域高级别对话，还将举行气候变
化和绿色转型对话。过去两天，我和德
国企业界代表参访了重庆、上海等地，
亲身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
的巨大成就，对德中两国企业界的紧密
良好合作印象深刻。德方愿同中方继
续加强两国关系，深化各领域双边对话
与合作，推进教育、文化等领域人文交
流，这对德中两国以及世界都至关重
要。德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致力于维护
多边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不赞同对立对抗。德方反对保护主义，
支持自由贸易。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德
国愿为促进欧盟同中国关系良好发展发
挥积极作用。

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危机深入交
换意见，表示中德都致力于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使用核武器或攻
击和平核设施，妥善解决国际粮食安全
问题，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为防止冲
突螺旋式升级甚至走向失控，各方应共

同致力于早日恢复和平。为此，应该把
握以下几个原则：一要以和平稳定的大
局为重，不要谋求一己私利。二要为局
势降温，不要拱火浇油。三要为恢复和
平积累条件，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四
要减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要破
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不是乌
克兰危机的当事方、参与方，但一直在以
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鼓励和支持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支持
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
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
会，愿就此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有关各方
保持密切沟通。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
为，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 2728 号决
议，防止事态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
化，保证加沙地带无障碍、可持续的人道
主义准入，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方
案”基础上早日通过谈判解决，呼吁有影
响力的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
设性作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会见后，习近平同朔尔茨一起散
步并共进午餐，就广泛议题进一步深
入交流。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季度收官，中
国经济表现如何？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据给
出了答案：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296299 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5.3%。

5.3%的 GDP 增速，高于此前部
分市场机构的预测。如何看待这一
增速？

首 先 ，5.3% 的 增 速 是 有 支 撑
的。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
服务零售额增长 10%，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 55.7%。工业和服
务 业 对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超 过
90%。

其次，5.3%的增速是符合实际
的。GDP 用生产法核算，用支出法
验证。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4.5%，扣除物价后实际增
长 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7%；出口增长 4.9%。三大需求指
标跟GDP的增长相匹配。

最后，5.3%的增速和实物量指
标增长相吻合。观察经济运行，实
物量指标是个重要参考。一季度，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6%，工业
用电量增长 8%左右，货运量增长
5.3%，营业性客运量增长 20.5%，港
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6.1%；3 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8.3%。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开局良好。”在1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作出如此判
断。如何理解这一判断？我们可以
从四个关键词来分析：

持续回升。从生产来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
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3%、
6.0%和 5.0%；从需求来看，投资、消
费、进出口指标稳中有升。

起步平稳。从四大宏观指标来
看，GDP 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6%；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比去年同期下降 0.3 个百分
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 CPI 同比上涨 0.7%；国际收支总
体平衡。

稳中有进。一季度，规模以上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7.5%，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85.5%，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0.1%，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总额增长 5.5%，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2%，高质量发
展继续取得新进展。

开局良好。经济运行的稳定
性、协调性增强，经营主体信心持续
提升。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在连续 5 个月收缩后升
至 50.8%，其中，中、小型企业PMI12
个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开年以来，中国经济向上生长、
向好突破的力量持续迸发：甘肃天
水麻辣烫走红、云南芒市等“小机
场”城市旅游火爆；我国自主研制的

AG60E 电动飞机实现首飞、海上第
一深油气井投产；春耕春播平稳有
序推进，全国稻谷、玉米意向播种面
积有所增加；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发布、试点扩大电信领域
对外开放……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季
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提振了经济
发展信心，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
下了较好基础。

近日，高盛、花旗分别发布报告
表示，预计中国政府设定的“5%左
右”的 GDP 增速目标可以实现，并
上调对 2024 年全年中国 GDP 增速
预测，为中国经济前景投下信任票。

在坚定信心的同时，也要保持
清醒头脑。目前外部形势仍然复杂
严峻，国内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的
关键阶段，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
口等部分指标增速有所放缓，一些
企业还要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经
济恢复仍然存在不平衡性。

实现全年 5%左右的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
付出更大努力。当前，要进一步加
大稳增长政策落实力度，积极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在砥砺奋进、创新突破中积蓄发
展新动能。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
长壮大。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
提升发展质量，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GDP同比增长5.3%！
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新华社记者魏玉坤、韩佳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