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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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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数字，读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一次会议”——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

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第三个决议”——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百年历程

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地位。

“十个明确”——《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还

从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成就，

并重点概括了其中的原创性的理念和思想。

“百年经验”——《决议》将百年奋斗经验总结为“十

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

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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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恢复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前不久，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

据。中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

理区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韧性和活力持续

显现。

一是经济保持恢复增长。前三季度，中国内生产总值

82.31 万亿元（约合 12.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高

于 6%以上的预期目标。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4.9%，两年

平均增长 4.9%。

二是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45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5.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 5.2%，比上年同期下降 0.5 个百分点，低于 5.5%

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 9 月份降至 4.9%。

三是居民收入和消费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7%，两年平均增长 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前三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 15.1%，两年平均增长

3.7%。

四是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工业服务

业生产增加，重要民生产品供给充足，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

定。前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1.6%，居民消费价格（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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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0.6%。

五是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22.7%。其中，出口增长 22.7%；

进口增长 22.6%。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中国外贸进出口、出

口、进口分别增长 23.4%、24.5%和 22%。

六是吸收外资不断增长。中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热土。

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8595 亿元，同比增长 19.6%

（折合 129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2%）。其中，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9.1%，占比提升至 32.1%。

七是绿色发展持续推进。单位 GDP 能耗继续下降。前三

季度，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3%，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0.3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前三季度，在汽车销量总

体下滑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销售 216 万辆，同比增长 1.9

倍。

八是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快速成长。高新技术产业快速

发展。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智能手表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 57.8%、51.8%、51.5%。5G 网络建设力度不断

加大。截至 9 月底，5G 基站达 115.9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

达 4.5 亿户。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

新型消费领域渗透，线上消费快速发展。前三季度，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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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继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大事。20 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关税总

水平由 15.3%降至 7.4%，低于 9.8%的入世承诺；中国中央政

府清理法律法规 23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 19 万多件，激发

了市场和社会活力。2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

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服务贸

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

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约 3500 亿只口

罩、超过 40 亿件防护服、超过 60 亿人份检测试剂、超过 16

亿剂疫苗，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支持向发展中国家豁免

疫苗知识产权，用实际行动践行承诺、展现担当。这 20 年，

是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 20 年，是中国把握机遇、迎

接挑战的 20 年，是中国主动担责、造福世界的 20 年。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

进口大国，中国产业体系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9 日，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

交会）首次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方式举办。本届广交会线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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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6 万家中外企业参展；线下展展览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 7795 家，是疫情下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展会。共

有来自 228 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线上注册观展，采购商数

量稳步增长，来源地再创历史纪录，拓展了广交会多元化和

全球化水平。广交会之后，11 月 5 日至 10 日，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在上海举办，来自 127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3000 家企业参展，共同分享中国的市场机遇、投

资机遇和增长机遇。广交会和进博会的举办再次表明，中国

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

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

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

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有力

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和 4

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

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中国正在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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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

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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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激发，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

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中国将始

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

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

者。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同世界共享市场

机遇，维护世界共同利益，继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