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75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

府带领全省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锐意进

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成功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

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

新变化,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奠定了坚

实基础。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综合实力不断攀升

（一）经济总量不断跨上新台阶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经济基础薄弱，百

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1952年，全省生

产总值仅为40.5亿元，1953-1978年间，河北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主义建设，经济建设曲折前进，生产力水平不

断提高，综合实力显著增强。1978年，全省生

产总值达到183.1亿元，是1952年的4.5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北跨步进入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1991年、2006

年、2011年分别实现了千亿元、万亿元、2万

亿元的历史性突破，分别达到1072.1亿元、

10043.0亿元和21384.7亿元。党的十八大

以来，河北牢固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2017年经济总量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

2021年越过4万亿关口，初步核算，2023年

全省生产总值4394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1952年增长212.0倍，年均增长7.8%。

（二）人均水平实现跨越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生产力水平极低，

经济发展极为落后，人均生产总值长期处于

较低水平，1952年仅为125元，1978年缓慢

增长到364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

产力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全省人均生产

总值实现连续跨越，1988年突破千元，2004

年突破万元，2008年突破2万元，2012年突

破3万元，2017年突破4万元，2021年突破5

万元，2023年人均生产总值达59332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90.4倍，年均增

长6.6%。

（三）财政实力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财政经历了从初创

到成熟壮大的快速发展阶段。1952年，河北

全部财政收入仅为4.4亿元，1992年突破百亿

元，达到101.2亿元，比1952年增长22倍，年

均增长8.0%。200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突破 500 亿元，2009 年突破 1000 亿元，

2023年达到4286.1亿元，比1994年增长44

倍，年均增长13.9%。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

政实力不断增强，为加快河北经济发展、持续

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次产业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实现历史转变

（一）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从改革开放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乡村全

面振兴，河北农业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实现了质的飞跃。全省农林牧渔业

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不断跃上新台阶。2023

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770.9亿元，比

1949年增长381.6倍，年均增长8.4%。粮食

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全省粮食产量达到

3809.9万吨，比1949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

2.9%。蔬菜水果供给日渐丰富。全省蔬菜产

量5498.0万吨，比1975年增长9.5倍，年均增

长5.0%。园林水果产量1166.6万吨，比1949

年增长50.1倍，年均增长5.5%。肉、蛋、奶的

需求不断增加。全省猪牛羊肉总产量380.2

万吨，比1978年增长8.1倍，年均增长5.0%；

禽蛋产量407.8万吨，比1985年增长11.2倍,

年均增长6.8%；牛奶产量571.9万吨，比1978

年增长313.2倍，年均增长13.6%。农田水利

建设不断加强。全省有效灌溉面积4122.0千

公顷，是1949年的5.4倍，年均增长2.3%。农

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全省机耕面积从

1952年的2.1千公顷提高到2023年的5336.2

千公顷，机播、机收面积分别达到6999.0千公

顷和6326.5千公顷。

（二）工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立足资源优势，重

点发展钢铁、装备制造、石化产业，经过多年

努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生产规模和生

产能力不断扩大。2023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1396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

长932.1倍,年均增长10.1%，占全省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31.8%,比1952年提高15.0个百

分点。行业门类齐全、富有河北特色的工业

体系逐渐形成，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

长。粗钢、钢材、平板玻璃等传统优势产品增

势强劲，2023年产量分别达到21050.6万吨、

29792.6 万吨和 13314.4 万重量箱，分别是

1949 年的 56893.5 倍、114586.9 倍和 368.9

倍，产量稳居全国第一位。新兴产业快速增

长。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5%，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6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5%，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1.4%，比2005年提高

13.9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快速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北经济主要依赖传

统农业和手工业，第三产业比重、产业能级

和层次都较低，占生产总值比重长期在20%

上下徘徊。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逐步

进入快车道，2012年服务业占比突破40%，

比1978年提高19.1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

以来，河北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加快服务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202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23042.6亿元，比1952年增长642.6倍，年均

增长9.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1952年

的18.9%提高到2023年的52.4%，提高33.5

个百分点。作为国民经济和第三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

重 由 1952 年 的 3.9% 提 高 到 2023 年 的

13.1%，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和拉动作用

显著增强。

（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河北经济结构在较

快发展中不断调整优化，农业基础作用不断

加强，工业主导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对经济

社会的支撑效应日益突出，三次产业发展更

趋协调，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

性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工业、服

务业发展滞后，是典型的农业省，1952年三次

产业结构为62.3∶18.8∶18.9。1972年三次产

业结构为37.2∶40.7∶22.1，第二产业稳定超过

第一产业，从此奠定了工业大省的地位，1978

年第二产业占比达到50.5%，占据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大

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

三次产业结构向更趋合理方向发展，2015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跃升为

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

为44.6%，标志着经济增长跨入由服务业主导

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为11.7∶43.7∶44.6，

首次呈现“三二一”产业发展新格局。2018

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达到半壁江山，2023年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为10.2∶37.4∶52.4，第三

产业占比达到52.4%，比1952年提高了33.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

动力。

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
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

（一）消费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新中国初期，物资紧缺，商品供给不足，

1949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8.3亿

元。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

入大幅提高，商业网点迅速增加，全省消费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12.9亿元。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

各项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消费品市场繁

荣活跃，总体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

10191.4亿元。2023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 15040.5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1811倍，年均增长10.7%。

（二）对外经济贸易成绩斐然
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多领域深化国际

经济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抢抓全球化

机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外开放广度和

深度显著拓展。进出口贸易从无到有、从有

到强，1975年河北正式开辟口岸自营出口业

务，实现出口总值7832万美元。改革开放以

来，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出口规模不断扩

大，2023年，进出口总值826.6 亿美元 ，比

1978年增长275倍，年均增长13.9%；出口总

值498.1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77倍，年均

增长12.6%。对外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主动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开行数量持

续增长，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3亿吨，唐山港

货物吞吐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二，石家庄、唐山

列入国家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创新举办廊

洽会、数博会，一批国内外领军企业签约落

户。河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长城汽

车俄罗斯图拉工厂和泰国罗勇工厂、德龙钢

铁印尼钢厂等相继建成投产。2023年，实际

使用外资1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

创新驱动深入实施
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省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精心谋划，强力推动，持续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活力持续向好。

（一）创新投入不断加大
把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作为提升创新能力

的重要抓手，研发队伍不断壮大，研发投入不

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2022年，全

省研发人员总量25.8万人，比1996年增加

23.1万余人，年均增长9.1%；研发投入848.9

亿元，比1996年增加839.3亿元，年均增长

18.8%；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02%，比

1996年提高1.72个百分点。

（二）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不断涌现
产学研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3年，全

省建成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887家、技

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13家、重

点实验室367家。创新平台建设卓有成效。

截至2023年，全省高新区总数达到28家，其

中国家级高新区5家；孵化器数量达193家，

其中国家级47家。创新主体不断培育壮大。

2013年启动科技型企业认定工作，通过政策

扶持和大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呈现井喷

式增长，从2014年的8923家增加到2023年

的11.7万家，增长12.2倍。高新技术企业快

速发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由2012年的825

家增长到2023年的1.4万家，增长16.0倍。

（三）创新成效不断显现
专利授权量成倍增长。2023年，全省各

种专利授权量9.2万件，是1986年的1295.8

倍。技术市场交易活跃。2023年，全年共签

订技术合同 22613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789.9 亿元，比2012年增长47.4 倍。新动

能加快集聚。全省以创新引领新动能加快

集聚，新兴产业快速增长。2023年，规模以

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5%，占规模以

上工业比重为21.4%，比2005年提高13.9个

百分点。新业态蓬勃发展。网络零售快速

增长，全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由2016年

的 833.3 亿元增长到 4214.6 亿元，增长 4.0

倍，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8.0%，

比2016年提高15.3个百分点。新产品快速

增长。新技术、新材料产品从无到有，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2.6万辆，比2016年

增长33.8倍，集成电路3711.2万块，比2007

年增长37.1倍。

重大国家战略深入推进
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掀开了河北高

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2022年京津冀地

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2023年达到

10.4 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2013年的 1.9

倍；其中，京津冀三地分别为43760.7亿元、

16737.3亿元和43944.1亿元，分别是2013年

的2.1倍、1.7倍和1.8倍。京津冀三次产业构

成由2013年的6.2∶35.7∶58.1优化为2023年

的4.6∶27.7∶67.7，第三产业比重提高9.6个百

分点。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牢

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疏解工作。京冀曹妃甸协

同发展示范区累计实施亿元以上京津项目

270个，总投资2403.1亿元。渤海新区黄骅

市累计实施京津合作项目85个，总投资332

亿元。积极对接央企总部及部分国家部委、

科研院校、金融机构，大力推动央企总部及

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引

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实现历史性突破。

交通、生态、产业领域率先突破。交通一

体化格局基本形成。“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

构建，京张高铁、京沈高铁、京雄城际等建成

通车，基本实现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时

通达。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成效显著。深

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动流域水污染协同

治理，京津风沙源治理、沿海防护林、京津保

生态过渡带等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实施。三地

PM2.5 平均浓度与 2013 年相比降幅均达

60%以上。产业对接深入推进。集中打造

“1+5+4+33”重点承接平台体系，积极吸引京

津产业转移，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保定市电

力装备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跨区

域产业链协同逐步强化。

“三区一基地”建设成效明显。现代商贸

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快速推进。“一环、两通道、

多节点”商贸物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石家

庄、保定、邯郸、秦皇岛、沧州、唐山6市成为全

国物流枢纽布局承载城市，成功举办第6、7、8

届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产业转型升级试

验区加快建设。大力压减过剩产能，深入开

展“万企转型”行动，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107个县域特色产业。2023年规模以上

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

重达到21.4%，比2013年提高9.6个百分点。

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步伐

加快。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行动深入推进，

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不断优化。石家庄、唐山、

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推进，

2023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77，比

2013年提高14.77个百分点。京津冀生态环

境支撑区建设持续发力。在全国率先建成覆

盖省市县三级跨界断面水质监测体系，全省

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80%，张家口

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加快

建设。

（二）雄安新区拔节生长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

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

以来，河北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

个“牛鼻子”，坚持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

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推动雄安新区建设发

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明显。

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首要定位，制定配套支持疏解政策，健全疏

解服务机制，有力有序推动承接疏解项目落

地。首批疏解的央企总部建设有序推进，北

京援建的“三校一院”均已建成投用，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互联网产业园等一

批市场化疏解项目加快建设。2023年，新区

共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52家。截至2023

年底，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机构200多家;北

京转入的企业法人单位1905家，比2022年

末增加29家。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稳步推进。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严格落实先规划后建设要求，持

续完善“1+4+26”规划体系，城市框架全面拉

开，起步区“四横十纵”骨干路网全面开工，雄

安高铁站建成投用，“四纵三横”高速公路和

对外骨干道路网络全面建成。截至2023年

底，雄安新区累计开发面积覆盖184平方公

里，新建道路712公里，新建地下管廊141公

里。2023年，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6个百分点。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取得实效。全面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打造新时代的创

新高地和创业热土。建强中国科学院创新研

究院等10余个重要创新和产业平台，打造自

主创新和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雄安新区中

关村科技园正式揭牌运行，雄安高校协同创

新联盟正式成立。成功举办中关村论坛雄安

智能城市平行论坛、雄安“智绘未来”创新创

业大赛、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等系列科

技创新活动。2023年认定的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到40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78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家。

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成果显现。白洋

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成效明显。白洋淀水

质、入淀河流水质均稳定保持在Ⅲ类。野生

鸟类达275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69种；

野生鱼类达48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

种。持续推进千年秀林及园林景观带建

设。新区设立以来，累计植树造林面积47.8

万亩，绿化面积达到73.8万亩，成林后新区

森林覆盖率达34.9%。

绿色转型加快推进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河北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

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一）节能降耗成效显著
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

高，能耗强度持续降低。“十二五”时期，单位

GDP能耗累计下降25.2%；“十三五”时期累

计下降21.3%。2023年，全省单位GDP能耗

同比下降2.7%。2023年，全省一次能源生产

构成中，原煤生产量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比重为42.9%，比2012年下降41.7个百分点；

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一次电力及其他能

源占47.9%，比2012年提高43个百分点，风

电、光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高，能

源结构持续优化。

（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河北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综合实施压能、减煤、治企、抑尘、控车、增绿

等攻坚行动，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环境

质量稳中向好。2023年，全省11个设区市空

气质量排名保持在全国重点城市“后十”之

外，全省PM2.5平均浓度38.6微克/立方米，

比2013年下降63.9%。造林步伐继续加快，

2023年，全省完成营造林627万亩、退化草原

生态修复治理44万亩，分别达到年度任务的

104.5%、110%。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保持在80%以上，压减地下水开采量

1.89亿立方米。

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河北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一）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始终把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千方百计扩

大就业，就业形势保持了长期稳定。2023年，

全省就业人员 3623 万人，是 1978 年的 1.7

倍，年均增长1.2%；城镇就业人员2151万人，

是1949年的34倍，年均增长4.9%；城镇新增

就 业 89.9 万 人 ，完 成 全 年 计 划 目 标 的

104.5%。就业结构显著优化，第三产业成为

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23年，第一产业就

业人员789万人，比重为21.8%，与1978年相

比，下降55.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员

1147万人，比重为31.7%，提高17.8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1687 万人，比重为

46.6%，提高37.4个百分点。

（二）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202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52年的142元提高到43631元，是1952年

的307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54

年的63元提高到20688元，是1954年的328

倍。持续调整提高最低工资、职工退休养老

金、城乡低保标准,确保低收入群体工资稳定

增长，职工工资待遇持续改善。城镇非私营

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96958元，是1949年

的304.9倍。

（三）精准脱贫成效显著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河北大多数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改革开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把脱贫攻坚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深入实施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问题导向，靶

向发力，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举全省之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截至2020

年底，全省232.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6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746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历史上首次消除了绝对贫困。2021

年以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

高，农村生活显著改善。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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