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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经济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在良好开局中展现“新气质”。在稳中有升的增速背

后，需求回升呈现暖意，结构优化展现新意。新产业快速成长，新动能不断积聚，“稳”“进”“好”的力度都在加强和加大。开局良好，是激励更是鞭策。

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017年以来，工业经济总体稳
定向好，呈现新兴产业支撑加强、
传统产业企稳复苏、企业效益恢复
性增长等特点。这反映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市场预期向
好，供求关系改善，新动能加快
成长。

一、工业经济开局良好
2017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8%，增
速较 1 月份-2 月份回升 0.5 个百分
点 ， 较 上 年 全 年 回 升 0.8 个 百 分
点 ， 为 2015 年 以 来 季 度 最 高 增
速，回升态势有所加快。

行业面总体向好。一季度，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6个行业增加
值保持同比增长，占87.8%。

产品产量增长面明显扩大。一
季度，统计的 596 种主要工业产品
产量中，有 443 种保持同比增长，
占74.3%。

企业开工意愿增强。一季度，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开 工 率 达 到
96.9%，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
点。今年春节过后开工率的提高表
明企业信心回升。

用工需求延续回暖态势。工业
企业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调查结果
显示：一季度，9 万多家企业调查
单位的用工需求延续去年下半年以

来持续回暖态势，工业企业用工需
求增加的企业比例比去年四季度提
高1.8个百分点。

出口出现向好态势。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0.3% （上年同期为下降 3%），增
速较上年全年加快9.9个百分点。

二、工业结构调整成效初显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季
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13.4%，增
速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 5.2
和6.6个百分点。

传统产业呈恢复性增长态势。
一季度，工程机械、载货汽车、铁
路货车、民用船舶等传统产业呈恢
复性增长，钢铁、煤炭等能源原料
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下供
求矛盾有所缓解，企业效益明显
改善。

工业利润呈恢复性增长。受价
格上涨、成本费用有所降低等因素
影响，1 月份-2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1.5%，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1
倍。回款难问题首现缓解，2 月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
收期同比减少 1 天，为近年来首次
同比下降。

三、工业领域市场主体活力继
续释放

工业生产中新增长点发挥积极
拉动作用。近 1 年来，有万余家新
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继投产，占
到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2.4%，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7.8%。

小微企业活力增强。一季度，
规模以下小微工业企业景气指数虽
仍低于景气线，但处于近两年的较
高水平，产品订货量增加，去库存
和去产能成效显现，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有所改善。

总体看，一季度工业产品供求
关系继续改善，工业产品价格总水
平回升，企业利润增长较快、预期
向好，工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价
格、出口、用工、产量、收入、利
润等相关指标支撑工业生产增速回
升，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得到
进一步巩固。但也应看到，目前企
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产能
过剩依然突出，企业反映成本仍然
较重，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
给、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需要经
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改革发展历程，
工业经济稳定向好基础尚需继续
巩固。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工业司
司长）

工业开局良好 基础仍需巩固
赵云城

2017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延续
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新产业快速成长，新动能不断
积聚，“稳”“进”“好”的力度都
在 加 强 和 加 大 ， 国 民 经 济 开 局
良好。

一、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 180683 亿 元 ， 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提
高 0.2 个百分点。在经济发展新常
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势
下，服务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
务业增加值 102024 亿元，同比增
长 7.7%，高于 GDP 增速 0.8 个百分
点 ， 比 上 年 同 期 提 高 0.1 个 百 分
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7%。

二、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快速
成长

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高附加
值行业，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
长，为服务业发挥主力军作用，工
业生产增速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工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工业
领域新产业增长较快。一季度，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
增速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 6.6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4.2 个百

分 点 ；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23.8%，比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
点。值得一提的是，受近期兴起的
共享单车市场的影响，两轮脚踏自
行车产量同比增长 17.0%。通过大
力应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从事
新的生产活动，推动了工业在转型
升级中加快增长。

服务领域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增
长。1 月份至 2 月份，规模以上战
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8%，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8.9%，生产性服务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9%。服务
业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带动了相应
服务业行业的增长。新业态发展迅
猛 ， 全 国 网 上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2.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 25.8%，高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 15.8 个百分点；非实
物 商 品 网 上 零 售 额 增 长 高 达
57.0%，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
快速增长，说明互联网经济极大地
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
催生新商业形态，推动了互联网服
务业的创新。

三、新动能不断积聚促进了提
质增效

随着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快速成

长，一系列高技术、高附加值、符
合转型升级趋势的新产业新产品迅
速增长，已经逐步成为引领产业发
展的新引擎。计算机、移动终端和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在各领域蓬
勃兴起，第三方支付、网上购物、
网络约车、网上订餐、在线医疗等
新业态日新月异，正在改变着人们
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创新驱动的新动能正在
接替主动调整的旧动能。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
生机，尽管在规模上还难以和传统
产业等量齐观，但其显现的快速增
长的势头，表明经济新动能正在迅
速 积 聚 ， 成 为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力量。

新动能积聚带来了提质增效成
果显现。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在快
速成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也随之改善和提高。固定资产
投资效益改善。一季度，百元固定
资产投资带来的GDP为193元，比
去年同期增加 5 元。劳动生产率继
续提高。一季度，劳动生产率约为
23277元/人，扣除价格因素，比去
年同期增长6.7%。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核算司司长）

新产业发展快 新动能后劲足
董礼华

居民收入增长稳定 服务消费表现抢眼
王萍萍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尽管在规模上还难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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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季度，全国居民收入
增长稳定，略快于经济增长，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居民消费保持了平稳增长，服务消
费增长较快。

一、居民收入增长稳定，略快于
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稳定。一季度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7184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5%，
比上年同期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影 响 ， 实 际 增 长
7.0%，实际增速同比上升 0.5 个百
分点。

居民收入略快于经济增长。一
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
增速为 6.9%，扣除人口总量自然
增长因素，按 2016 年人口自然增
长 率 推 算 后 的 人 均 GDP 增 速 为
6.4%左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1 个
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
民。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9986 元，同比名义增长
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80 元，同比名义增长 8.4%。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
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0.5个和0.9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

期的 2.59 下降为 2.57，城乡居民的
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二、工资性收入与转移净收入
的较快增长支持了居民收入的稳定
增长

工资性收入增速回升。一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084
元，同比名义增长8.7%，比上年同
期加快 1.0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
加快了 0.7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6132 元，增
长 7.9%，比上年同期加快 1.3 个百
分点。多数行业工资增长情况好转
或稳定。其中，来自采矿业、制造
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工资增长幅度
均明显好于上年。一些新兴行业和
服务行业工资增幅虽有回落，但仍
然增长较快。

转移净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1237 元，增长 11.4%，比上年同期
加快 0.1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
转移净收入 1653 元，增长 10.6%，
其 中 养 老 金 或 离 退 休 金 增 长
10.6%。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746 元，增长 11.7%，比上年同期
加快 3.0 个百分点。主要是各级政
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大对
低收入群体帮扶力度，居民获得的

直接到户扶贫资金和惠农补贴增加
较多。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从政府
得到的实物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长
52.3%，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
增长 34.5%，人均现金政策性惠农
补贴增长22.5%。

三、居民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服
务消费增长较快

居民消费保持平稳增长。一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796
元，同比名义增长7.7%，扣除价格
因素影响，实际增长6.2%。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
别高于城镇居民 1.0 个和 1.4 个百
分点。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一季度，
在居民商品消费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 ，服 务 消 费 却 保 持 了 较 快 增
长。人均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
化 娱 乐 和 医 疗 保 健 支 出 增 长 较
快，分别增长 8.9%、12.3%、13.5%
和 15.8%。

居民用于个人发展和提高的消
费快速增长。一季度，居民人均用
于购买化妆品等个人用品的支出增
长 14.0%；人均用于景点门票、健
身 活 动 等 支 出 分 别 增 长 32.1% 和
30.8%。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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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
服务业经济开局良好，继续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态势。一季度，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102024 亿元，同比增长
7.7%。

一、服务业引领作用增强，主要
行业平稳较快增长

一季度，服务业增长成为经济
转型升级的主要支撑，引领国民经
济平稳增长，其增速较上年同期提
高 0.1 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 1.3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为 56.5%，比第二产业高出 17.8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
业高出25.6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生产指数与景气度
同步提升

一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 8.3%，增速较上年同期和 1 月
份至 2 月份均加快 0.1 个百分点。
主要行业均保持增长。

前3个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均在53%以上。其中，3月份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54.2%，分别高于上
月和上年同期 1.0 个和 1.1 个百分
点，景气度创近3年的新高。

三、服务业对企业、就业、投资、
税收的贡献持续增强

服务业企业仍是新增企业的主
力军。一季度，服务业工商新登记
企业 98.4 万户，同比增长 14.2%，占
全部工商新登记企业数量的78.5%。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继续增
强。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中，服务业
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 5.3%，增速
高出第二产业 4.9 个百分点，新增就
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新增就
业人数的 82.1%，比第二产业高出
64.2个百分点。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延续了快
速增长的态势。一季度，服务业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56349 亿元，同比
增长 12.2%，增速高出第二产业 8.0
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
重达到60.1%。

服务业吸引外资持续增加。1
月份至3月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653.8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部
利用外资总量的73%。

四、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
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9.1%和 10.2%，
是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两个行业。
1 月份至 2 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 35.8%和 24.6%，均

远高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增速。

五、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取得成效

一是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助推制
造业去产能。“共享经济”“平台经
济”“IP 经济”“微经济”等服务业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力地助推
了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季
度，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交易额预
计达到6万亿元，其中商品服务类电
子商务交易额约 4.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2.2%。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
展，促进了上下游资源对接，成为钢
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去产能的催
化剂。

二是服务业企业降成本、降税
负成效显现。一季度调查问卷结果
显示，反映经营成本上升的企业占
全部服务业小微企业的17.9%，比重
较上季度下降了 7.7 个百分点，为
2014 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降低
成本效果显著。在全面推开“营改
增”、规范涉企收费等政策红利的影
响下，服务业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
降低。1 月份至 2 月份，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负由上
年同期的3.78元减少为3.65元。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统
计司司长）

服务业增长较快 企业负担降低
许剑毅

◎服务业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降低。1月份至2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负由上年同期的3.78元减少为3.65元

◎“共享经济”“平台经济”“IP经济”“微经济”等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有力地助推了制造业供给侧改革

经 济 运 行 现 暖 意 结 构 调 整 有 新 意
——国家统计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详解一季度经济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