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吉喆：2023年我国将迎来

三个经济发展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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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正部长级）宁吉喆出席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

坛·2022 年会并作主旨发言。 

宁吉喆认为，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明年我国将迎来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助推我国

经济回升向上：一是发展实体经济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特征；二是发展数字

经济是当代发展的大趋势；三是发展绿色经济前景广阔。未来我国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力能力将进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新能源汽车及新能源电池产销将进一步扩大，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的研发应

用、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将迎来发展。

同时，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ESG 投资将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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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题，这体现

了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能够构建起

新发展格局是因为我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备以国内

大市场为主体，带动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促进的有利条件。我们能够高质量

发展是因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我国蓬勃兴起，具备在

结构优化调整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有利条件。

可以预期，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明年我

国将迎来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助推我国经济回

升向上。 

下面我就发展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讲三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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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实体经济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快

速发展的经验总结，是过去 3 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

所在，也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是看改革开放以来。1979 年~2021 年我国以工业 10.3%的年均增

速带动了 GDP 9.2%的年均增速。当然，工业的比重是下降的，这主要是

因为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大幅降低，大哥大刚出来的时候卖一两万块钱一部，

现在普通手机只卖几百块钱一部。目前，我国粗钢年产量超过 10 亿吨，汽

车年产量 2，600 万辆，计算机年产量 4 亿多台，手机年产量十几亿部，

22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

水果等农产品产量也居世界第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创造的宝贵财富，

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结出的累累硕果，是我国经济实力历史性跃升的重要

标志。 

二是看疫情以来。前年、去年、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GDP 分别增长

2.2%、8.1%、3%，其中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4%、9.6%、4.6%，均快

于经济增长。交通、物流、信息通信业增长也比较快。这得益于我国产业

体系健全、市场主体灵活，能够迅速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而调整生产

方向，也充分表明实体经济增长在经济恢复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是看未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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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不走多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

能走欧美一些国家先工业化又去工业化然后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的老路。

必须牢牢地把实体经济抓在手里，切实扭转脱实向虚的倾向，引导各类要

素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聚集发力，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为主

转向质量、数量双提升。同时通过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

度融合。 

四是看国际上的动态。美英等发达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再制造业

化，也就是经济的实体化。这会引起经济全球化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在各

国布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缩短，同时会带来经济效率上的损失。但也应看

到，缩链回流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加厂房、设备和人才的备份，降低全球

工业产能利用率，包括发达国家目前 80%~90%的较高工业产能利用率，

从而产生生产能力冗余，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刺激投资和生产的，直至世界

形成弱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再平衡。明年随着我国宏观政策落实

到位，疫情流行期的渡过和消费市场的恢复，我国经济将迎来实体化发展

和恢复性增长的回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30%左右，去年掉到 25%，我们增长越快占的比重越大，中国的恢复性增

长也将减缓全球经济衰退的程度。如我国增长 6%，就会拉动世界增长将近

2%，这是额外的。因此将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二、发展数字经济是当代发展的大趋势 

当今世界，数字化发展浪潮席卷全球，谁掌握了数字化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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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占领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目前，我国已成为数字经济大国。2021 年，

我国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块，总规模达到 45 万亿元，

居世界第二位，占 GDP 的比重接近 40%。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也居世界第二位，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等技

术取得重大成果。5G 基站已建成 220 多万个，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

超过 4，000 个，全国所有地级市和县域城区均已实现 5G 网络覆盖，5G

用户数量超过 5 亿户。在产业数字化方面，2021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安装

量达到了 24.3 万台，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 47.3%。世界经济论坛公

布的反映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水平的灯塔工厂，我国已有 42 家，占全球总数

的 36.8%。尤其应当看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产业

化为主要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变革，带动了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我国高技术产业营收收入已从 2012 年的 9.95 万亿元，扩大到 2021 年的

19.91 万亿元，按现价计算翻了一番还多。今年 1~11 月，尽管受到疫情

严重冲击，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仍达 8.2%，比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率快了一倍还多。同期我国高技术投资同比增长

19.9%，快于全部投资增长 14.6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增长 31.1%，这是商务部刚刚公布的，快于全部外资增长 21.2 个百分点。

数字化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网络通信、电子支付、

电商购物、快递收货、网络教育、网络医疗、网络文娱、网络会议、网上

办事等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内容。明年各种线下活动

将逐步恢复，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方式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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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大有可为。 

一是数字新技术发展大有可为。我国虽已成为数字经济大国，但还不

是数字经济强国，主要表现为数字领域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原始

创新不足，如 5G 手机芯片、光刻机等就受制于人。这些短板正是世界科

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经济主战场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在。革命导师

恩格斯早在 100 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

比 10 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和市场对芯片及其技术的需求是巨

大的。2021 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 3，594 亿块，同比增长了 37.5%。同

时，去年我国进口了集成电路 6，355 亿块，同比增长了 16.9%，金额 4，

326 亿美元。出口减去进口，去年我国净进口集成电路 3，248 亿块，金

额 2，788 亿美元。尽管如此，许多汽车企业还因为缺芯而减产。今年 1~9

月，我国又进口了 4，100 多亿块、约 3，000 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这是多

么大的市场啊！面向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必须突出提升核心电子元器件、

关键软件、通信设备的技术水平，加强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

法、传感器、量子信息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扎实推进数字新技术

的攻关和攻坚。 

二是数字新产业发展大有可为。数字领域蕴藏着高技术制造业、高技

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基建行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加快推进 5G、

AI、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虚拟现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