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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屠呦呦好有个性#、#屠呦呦

又忘带钥匙#，这是网络上关于屠呦

呦的第N个热搜。

看过、笑过、感动过，原来记住

一位科学家，除了她的丰功伟绩，还

有她的莫名可爱。随着电视剧《功

勋》的播出，以屠呦呦为代表，很多

荧屏前的观众以新的视角，记住了

这些功勋卓越的英雄。

《功勋》取材自八位“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在这些真实

人物的身上，英雄还是英雄，但英雄

有了个性，有了自我。

《功勋》抓住了英雄普通的一

面。比如，屠呦呦老是忘带钥匙，不

爱做家务，还爱“怼”领导，社恐嫌疑

极大。研制氢弹的于敏初次相亲，买

了丝袜给女生做礼物，后来连回去

的车票钱都不够了，是不是像极了

为了爱情“重拳出击”的你。

大量细节润物无声，原来英雄

们形象变了，观念也变了。

李延年开了个好头。现代人对战

争题材往往提不起兴趣，在于战火硝

烟，打打杀杀，还在于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而在李延年的故事单元里，首

先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故事。

懂是非，知利害，能教你做事，

还会做人。从战术到心理，拿捏得死

死的，原来这位指导员同志果然有

点东西。难怪网友喜大普奔，紧急反

映我军指挥者典型形象已刷新。弹

幕飞驰而过，“终于知道部队里为什

么会有指导员了”。

紧接着，借由指导员，主创者传

达了不同以往的思想观念。比如，我

们为什么而战？

李延年打破了对于个人英雄主

义崇拜，甚至于自我牺牲的赞颂。打

仗并非个人英雄主义，上阵杀敌更

不是为了逞强，而是为了守护。

故事里出现的小逃兵，还说明

英雄不是生来无惧，更并非无所不

能。在英雄身上，能看到时局之下每

个人的伟大与渺小。

什么样的故事有人听，不是高

高在上的，更不是远在天边的。而

是平易近人的，是不完美而留有遗

憾的。

于敏的爱人独自生产，是让人

心酸的。儿子对爸爸说“叔叔你是

谁”，是让人心酸的。家都搬了，自己

还不知道，是让人哭笑不得的。

不神化，才是“活着”的人。功勋

的“功”在于，能够深刻挖掘英雄内

心的矛盾与挣扎，能再现他们性格

中的瑕疵，为人处世的不尽如人意

之处。不刻意美化英雄的事迹、不

强制拔高他们的精神，不回避英雄

对家庭的亏欠，因为这些才是人之

常情。

早在《功勋》之前，《山海情》《觉

醒年代》等主旋律电视剧都赢得收

视、口碑双收。主旋律题材接连“破

圈”，这些作品暗合了近年来舆论

风向之变，反映出当下中国人价值

观的悄然转向。即在温情和理性中

重思，在精英价值观、草根价值观的

碰撞中寻求共鸣，找回让人澎湃的

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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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神化，才是真正的人
陶凤

博鳌论坛聚焦大变局下的发展与安全

新冠疫情的冲击波仍在深刻影响着全球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

网络安全、粮食安全、金融风险等日益突出，

给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挑战，也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诸多薄

弱环节。

10月18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

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在长沙举办。围绕碳中

和促进全球生态安全、“一带一路”共谋安全和

发展、风险社会下的应急管理等话题展开讨

论，凝聚智慧和共识。据介绍，本次大会是国际

上首个聚焦经济发展与安全议题的大会。

首次聚焦“发展+安全”

“大变局下的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

本次经安大会的主题。中国国家禁毒委副主

任、本届大会主席曾伟雄介绍，大会将围绕

“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共谋安全”“以碳中和促

进全球生态安全”“公共卫生的短板”“风险社

会的应急管理”“后疫情时代的‘三链重构’”

“网络空间的安全与治理”“全球能源供给与

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等话题展开讨论。

“作为警察，我平时主要关注传统的安全

风险，但这次大会聚焦非传统的安全风险。我

认为，这些风险管理其实是相通的。我们面对

现在的情况，很需要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参会嘉

宾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希望能够集思广益，

深入讨论以凝聚共识，帮助政府决策，发掘新的

经济发展动力。”曾伟雄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发展与安全，一体两翼。博鳌亚洲论坛

发起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在国际上尚

属首例。”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

期待通过会议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推

动各方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营造

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发展环境，寻找新

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

经济安全需全球共同努力

当前百年变局，疫情叠加，世界经济充满

不确定、不稳定性，安全的发展环境至关重

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公安部原副部长

陈智敏认为，“立足于全球经济发展，我们正

面临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

险、信任危机风险等挑战。这些风险是相互交

织、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而且会形成共振，

形成更大范围的风险”。

“我认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共同的挑战，

要设立安全共享的理念。在这个理念指导下，

要做好全球共享，一是情况信息共享，共同处

置，共同防范；二是规则共享，法律共享比较

难，但是能定一些共同的安保规则，共同遵守

国际社会的规则，这样可以联合行动；三是教

育培训；四是经验共享，不同国家、地区面临

的问题是共同的，我们可以交流；五是力量共

享，人员、装备能够相互支援、相互支持；六是

高科技，特别是大数据方面能够共享，这样共

同来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发展面临的共

同安全风险和安全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陈智敏表示。

例如“一带一路”便是中国倡导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是经济全球化的新

思路、新模式，以其包容、均衡、普惠的新理

念，补“全球化1.0”之不足。“一带一路”机遇

空前，但也正面临一些挑战。

“中欧班列建立了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渠

道，同时也推动了国际交通的发展。”跨欧亚

运输国际协调理事会秘书长根纳季·贝诺夫

认为，通过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在中欧之间大

量增加，其中很多区域都是内陆区域，这是一

个有效的加强全球价值链的渠道。

“当前，建立完整交通链很重要，必须要

发展交通的基础设施，并加强现在的运输容

量。”根纳季·贝诺夫建议，“未来货运量大幅

提升的情况下，需要建立更多的路线，因此也

必须吸引更多的投资。此外，要大量引入数字

科技和监管系统，找寻新的增长点，结合硬基

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

的一些问题。”

碳中和与挑战

除了经济安全，随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上

升、臭氧层空洞出现与迅速扩大等问题出现，

生态安全已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

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构成国家安

全、区域安全的重要内容。

当前形势下，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挖掘可

持续发展新动能是必行之举。我国政府已承

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双碳”也是去年以来国内最热门

的话题。

“在碳中和目标下，一定要靠技术的进

步、科技的创新来实现。但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面临巨大挑战。就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

部统计的数据来看，全球目前在减碳、低碳方

面比较前沿的技术，大概50%都没有达到足

够的经济性和商业性。”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亦伦谈道。

比如在储能方面，目前有磷酸铁锂、铅酸

电池等方式，电动汽车也是很好的储能方式，

但是储能模式的经济性不足，距离商业模式

大规模开发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方向很明确，技术现在也是比较清晰

的，关键是怎么能够从未来2-3年或者稍微

再长一点的时间，通过全球的合作、科研的攻

关、技术的共享，使储能的成本下降。储能领

域一旦突破，将对未来全球的能源安全保障

和全球的低碳环保作出更大的贡献。”李亦伦

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同比隍6.7%

我国经济仍在恢复中，经历了疫情、汛情等重重考验，成绩如何？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8231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比上半年的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国家统

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局面，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

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要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三季度GDP增速放缓

分季度看，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18.3%，两年平均增长5%；二季度同比增长

7.9%，两年平均增长5.5%；三季度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4.9%。

对于这一表现，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个

季度GDP是逐季回落的，来自供应的冲击以

及内部需求的低迷，共同拖累了三季度经济

增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更有力、更积

极的政策措施予以应对。

“三季度GDP增速落在市场预测区间下

沿。环比增长0.2%，与一季度持平。”盘古智库

高级研究员王静文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冲高，叠加国内能耗

“双控”加码、中下游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等因

素，共同导致三季度GDP增速下滑。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

凌晖对GDP数据解释道，“进入三季度以后，

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世

界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高位运行，国内部分地区受到疫情、汛情的

多重冲击，经济转型调整压力有所显现”。他

评价，面对复杂局面，国民经济保持了恢复态

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针对GDP增速回落，付凌晖表示，“受上

年同期基数抬升影响，以及疫情汛情的冲击，

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速比上半年有所回落，

但环比延续扩张势头，两年平均增速仍保持

较快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和服

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为19.5%。前三

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283264亿元，同比增长

22.7%。其中，出口增长22.7%，进口增长

22.6%。“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持续显

现，发展韧性强、潜力大、回旋空间广阔的特

点明显。”付凌晖说。

消费基础仍然稳健

在需求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市

场销售保持增长。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18057亿元，同比增长16.4%，两年平均

增长3.9%。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833亿

元，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3.8%，加快2.3个百分点；环比

增长0.3%。

在王军看来，暑期后疫情的良好控制，对

中秋假期相关消费的提振较为明显，9月社零

同比增速为4.4%，略高于机构的预测，出现了

微弱的反弹。王静文提到，9月以来，随着疫情

逐渐受控，线下接触型消费率先复苏。9月餐

饮收入同比增速由-4.5%回升至3.1%，两年

平均增速由-5.3%回升至0.8%。

同时线上销售仍然火热。1-9月份，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5.2%，较1-8月回落0.7

个百分点，占比持平于23.6%。

这得益于我国消费基础仍然稳健。王静

文称，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较上

月下降0.2个百分点。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

率为14.6%，比7月下降0.7个百分点，均有好

转。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

同比增长9.7%，两年平均增长5.1%，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

与此同时，我国需求结构也继续改善。付

凌晖强调，前三季度，最终消费贡献率为

64.8%，比上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升级类

消费和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前三季

度，体育娱乐用品和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均超过20%，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了18.7%。

能源供应影响可控

在生产端，最受关注的莫过于9月以来多

地在能耗双控压力下拉闸限电，这给制造业

生产带来了哪些影响？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来看，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6.4%。9月，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两年平均增

长5%；环比增长0.05%。

付凌晖回应称，今年以来，国际能源价

格大幅上涨，煤炭、天然气、原油价格也屡创

新高，国内电力和煤炭供应偏紧，多种因素

导致近期部分地方出现了限电现象，对正常

的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目前随着相关措

施的逐步落地见效，煤炭、电力供应偏紧的

状况将会得到缓解，对经济运行的制约也会

降低。

“从9月情况看，电力生产增速也有所加

快。总的看，能源供应偏紧是阶段性的，对经

济的影响是可控的。”付凌晖说。

四季度经济怎么走

展望四季度，经济增长形势是否乐观？王

静文预计经济增长有望边际好转。“四季度外

需有望保持韧性，内需有望边际好转，基建投

资在9月呈现触底迹象，后续发展仍需关注资

金和项目情况。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以及专项债对于项目的高要求，预计基建投

资会继续反弹。”

“建议继续加快财政支出和国债、地方债

的发行，确保基建投资必要的力度和规模，尽

快安排‘十四五’确定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托底经济增长。”王军

表示，“此外，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提振消费。

要通过促进就业、完善社保、改善环境，优化

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新型

消费发展壮大，促进传统消费增长。”

对于下一阶段经济运行情况还面临哪些

挑战，付凌晖指出，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

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下

一步，要强化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着力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释放内需

潜力，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数据情况（部分）

1045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的95%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同比隍0.6%

PPI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26265元

同比名义隍10.4%

两年平均隍7.1%

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

实际隍9.7%
两年平均隍5.1%

C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