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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75年来经济发展主要成就概述

按不变价计算，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1952年增长223倍，年均增长7.9%。

新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

到1978年增加至3679亿元，再到1986年突

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06

年突破20万亿元，此后以每1至2年便突破

一个十万亿元关口的速度发展。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

大关，2023年超过126万亿元，稳居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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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

2023年的13908亿斤，增长5.1倍，谷物、肉类、水果等农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

当前，我们建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

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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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

突破3000万辆，手机产量

15.7亿台，集成电路产量

为3514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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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逐步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应

体系，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由1949年的0.2亿吨标准煤增至2023年的48.3亿吨标准煤；原煤产量由

0.3亿吨增至47.1亿吨，原油产量由12.0万吨增至2.1亿吨；天然气产量由0.1亿立方米增至2324

亿立方米；发电量由43亿千瓦时增至9.5万亿千瓦时，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能源技术革命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较快发展，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可再

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占全球比重近四成，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

费总量比重由1957年的3.1%提高至2023年的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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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方面，1949年，全国能够通车的铁路

仅2.2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仅8.1万公里。2023

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5.9万公里，比1949年

增长6倍。2023年，我国公路里程达544万公里，

比1949年增长66倍。

当前，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

有力保障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畅通，建

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

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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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

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

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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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进一步具体化。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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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

监管不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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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75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

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

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

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3年，党中央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陈云同志在中共八大上作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

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构想。

二、新中国成立75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1980年，浙江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

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

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75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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