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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季度经济形势

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
全体师生回信，在中国海洋大
学建校 100周年之际，向全校

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以

建校百年为新起点，以科技发
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完善
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

模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
科技攻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
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
秀海洋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
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为私
立青岛大学）创建于 1924年，
2002 年由青岛海洋大学更名
为中国海洋大学。近日，中国
海洋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百年办
学的奋斗历程，表达积极服务
海洋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 10 月 25 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
任命岑浩辉为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于 2024
年12月20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关于选举岑浩辉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
长官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

龙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
任行政长官选举情况的汇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会
议决定任命岑浩辉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六任行政长官。

李强强调，澳门回归祖
国 25 年来，“一国两制”方
针在澳门得到全面准确贯
彻落实，经济实现跨越式发

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民
生福祉不断增进，开创了澳
门 历 史 上 最 好 的 发 展 局
面。中央人民政府将继续
全 面 准 确 、坚 定 不 移 贯 彻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针，全力支持行
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守正创新、担当
作为，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
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的新局面。支持澳门发挥
自身独特优势、融入和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支持行政
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
国家安全、推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持续改善民生、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让澳门与祖
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
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
负责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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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张兴旺 25日表示，今

年夏粮早稻已经丰收到手，截
至 24 日秋粮收获进度已达

82.5%，又是一个丰收季。我
国粮食产量在连续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今年
预计将首次突破1.4万亿斤。

张兴旺是在国新办25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
表示的。

据介绍，今年全年粮食
再获丰收。夏粮早稻已经丰
收到手，夏粮产量 2995.6 亿
斤，比上年增加 72.5亿斤；早
稻产量 563.5亿斤，连续 4年
稳定在 560亿斤以上。秋粮
面积稳中有增，大面积单产
提升取得明显成效。

张兴旺表示，今年我国
粮食生产总体顺利，虽然局
部气象灾害比较重，如华南
的“龙舟水”、超强台风，黄淮

海干旱、旱涝急转，东北出现
了阶段性的低温、极端暴雨
等，确实给当地农业生产带
来了一定损失和影响。但是
从全国的面上看，今年全国
农业灾情是近几年较轻的一
年，农作物累计受灾 1.35 亿
亩，比常年减少4400多万亩。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
度，截至 10 月 24 日，全国秋
粮收获过了八成，大头丰收
到手了。从各地反映和专家
的测产情况看，绝大多数省
份是增产的，个别的省份地
区因灾减产，算大账秋粮增
产是明显的。”他表示，加上
夏粮和早稻，全国粮食再获
丰收，产量预计有望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2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
国创新指数达165.3，比上年增
长6%，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创新环境加速改善，创新
环境指数为177.1，比上年增长
10.4%。分评价指标看，享受
加计扣除减免税企业所占比重
指数较快提升，比上年增长
24%；理工类毕业生占适龄人
口 比 重 指 数 比 上 年 增 长
15.1%，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每万人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
学历人数指数、人均 GDP 指
数、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比重
指数分别比上年增长 6.6%、
5.4%和2.3%。

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创新
投入指数为155.0，比上年增长
5.5%。研究与试验发展（R＆
D）投入保持稳步增长。2023
年，我国 R＆D 经费投入达
33357.1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8.4%，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
二；R＆D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与GDP之比）为2.65%，比
上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2.73%）
差距进一步缩小。

创新产出较快增长，创新产
出指数为 199.7，比上年增长
6.5%。截至2023年底，我国境
内有效发明专利首次超过 400
万件，达到401.5万件，比上年增
长22.4%；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166.5万件，占境内
有效发明专利的41.5%，比重较
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创
新成效指数为129.4，比上年增
长 0.4%。2023 年我国全员劳
动生产率为161615元/人，比上
年提高 5.7%，科技创新促进资
源利用效率提升，赋能产业转
型升级，有效带动产业竞争力
持续提升。2023 年，我国“三
新”经济增加值为22.4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6.4%，高于同期
GDP现价增速1.8个百分点；相
当于GDP的比重为17.73%，比
上年提高0.37个百分点。

“中国创新指数走势表明，
我国创新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创新环境加速改善，创新投入
持续增加，创新产出较快提
升。”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
师林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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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据农业农村
部监测，9月份全国生猪平均
价格结束了连续 5个月的上
涨，10月份以来猪肉价格继
续小幅下降。随着猪肉消费
进入旺季，四季度猪价大幅
波动的可能性较小，生猪养
殖头均利润有望保持在正常
水平。

这是记者25日从国新办
举行的2024年前三季度农业
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农业农村部
党组成员李敬辉介绍，对生

猪市场走势的预判基于前三
季度生猪市场相关数据。

从能繁母猪存栏看，三季
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4062
万头，相当于 3900万头正常
保有量的 104.2%，处于产能
调控绿色合理空间的上线。

新生仔猪数量方面，3月
份新生仔猪数量开始持续增
加，按照6个月的育肥周期计
算，正好对应秋冬消费旺季，
市场供需匹配度比较好。

中大猪存栏数量也保持
增长态势。9月份全国5月龄

以上中大猪存栏环比增长
1.5%，已连续 4个月增长，预
示着未来2至3个月的肥猪上
市量将较之前的月份增多。

李敬辉提醒，今年以来
母猪生产效率持续提升，近
几个月新生仔猪数量增长较
快，按照 6个月的育肥周期，
这些仔猪将在明年春节后的
消费淡季育肥上市，可能会
大幅拉低猪价。“需要广大养
殖户高度重视，合理控制生
产节奏。”

“我们将坚持‘政策稳产

能、市场调产量’，多措并举
稳定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
李敬辉表示，具体措施分为
三方面：一是强监测，加密生
猪生产和市场形势调度分
析，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二是
稳产能，把住能繁母猪这个
调控“总开关”，提前部署防
范可能出现的产能阶段性过
剩、猪价大幅下跌问题；三是
防疫病，指导强化生猪养殖、
运输和屠宰环节清洗消毒，
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和
处置疫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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