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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获得海量最新家底基础数据——

“三农”基本情况发生重大积极变化

国家统计局12月14日发布11月
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当天召开的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11月份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韧劲。但也要
看到，外部风险变数依然较多，向高质
量发展的挑战依然较大。

毛盛勇表示，当前我国经济主要
表现出三方面特点。

——经济稳定运行韧性很强，表
现为11月份生产需求总体平稳，物价
涨幅比上月有所回落。进口和出口都
保持两位数增长，特别是进口和出口
的金额是今年以来单月的最高值，进
出口形势持续向好。从就业来看，1月
份至11月份城镇新增就业1280万人，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万人，提前完成
了全年的目标任务。主要经济增长指
标在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近期国际
上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特别是扎
实推进结构调整、污染防治的情况下，
取得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中国经济
的韧性很强。

——经济结构优化亮点较多。从

产业来看，工业或者说制造业向产业
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1月份至11月
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的
增速分别在 13.5%和 11.4%以上，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也在加
快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从
需求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
保持两位数增长，实物网上商品零
售增长速度达27.6%，特别是非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超过了50%，消
费呈现加快升级的势头。投资结构也
在不断优化，尽管投资增速缓中趋
稳，但是民生类、技术创新类、高技
术领域和短板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
一直都比较快。从区域来看，中西
部地区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的工
业增加值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
速都呈现出加快，或者增速明显高于
全国水平的态势。

——经济提质增效态势良好。企
业效益保持较快增长，1 月份至 10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了 23.3%，比 1 月份至 9 月份加快了
0.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
润增速高达 29%，所以企业的利润非
常好。微观杠杆率持续降低，10月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55.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5个百分
点。绿色发展扎实推进，11 月份 6 大

高耗能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在继续
回落，比上个月回落0.9个百分点，而
且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6大高耗能
行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是下降的，而且
降幅在扩大，节能降耗或者绿色发展
在持续推进。

在回应经济日报记者关于固定资
产投资的提问时，毛盛勇表示，近年来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确实有所放缓，但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2016 年已经达到
60万亿元的规模，“在这样一个规模基
础上，投资还能有 7%以上的增长速
度，还是不错的”。

毛盛勇说，目前我国投资结构在
持续优化，尽管投资增速缓中趋稳，但
短板领域、创新领域和民生等领域的
投资一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1月份
至 11 月份，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7%，
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投资、高技术产业
的投资，分别增长14%和15%以上；第
三产业投资也增长 10.1%。同时，消
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投资的适度放缓不一定会下拉经济增
长速度，投资将在提升供给质量上发
挥关键作用。

毛盛勇强调，未来中国投资的发
展空间仍然巨大。现在工业化、城镇
化还没有完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特别是创新领域、技术进步和转型升

级等很多领域，未来的投资还有很大
的潜力和空间。

在谈及明年经济形势时，毛盛勇
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明年还将继续延
续下去。

一方面，从世界经济来看，尽管
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复苏
的态势比较明朗，而且这种复苏是一
种全面复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
体都呈现复苏态势。全球贸易增长速
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联合国报
告预计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
3%，比去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说
明全球经济整体是在复苏，全球贸易
也在比较快地增长，这是一个好的外
部环境。

另一方面，从内部来看，消费能
够延续规模持续较快增长、结构升级
步伐继续加快、对增长的贡献持续提
升的良好态势，加上今年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也比较好，所以明年消费应该
能延续比较好的增长。从投资来看，
当前投资呈现出缓中趋稳的态势。明
年总的来看，制造业在加快振兴，制
造业投资有可能会继续回升，基础设
施保持相对平稳，房地产投资也不会
有大的起落，所以整个投资应该还能
够保持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本报北京12月14日讯 记者林
火灿报道：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今日
联合发布《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
数据公报（第一号）》，公布我国农业农
村农民基本情况。数据显示，10年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
基本情况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

《公报》显示，2016 年，全国共有
204 万个农业经营单位。2016 年末，
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
179万个；全国共有拖拉机2690万台，
耕整机513万台，旋耕机825万台，播
种机652万台，水稻插秧机68万台，联
合收获机 114 万台，机动脱粒机 1031
万台；耕地面积 134921 千公顷，实际
经营的林地面积（不含未纳入生态公
益 林 补 偿 面 积 的 生 态 林 防 护 林）
203046 千公顷，实际经营的牧草地

（草场）面积224388千公顷；在乡镇地
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乡镇占8.6%，有
码头的占7.7%，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
占21.5%；99.3%的村通公路；96.8%的
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11.9%的乡镇
有剧场、影剧院，16.6%的乡镇有体育
场馆，70.6%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
广场；99.5%的户拥有自己的住房，
47.7%的户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
水，36.2%的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

自2015 年6月份起，国务院决定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此次普查
的标准时点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时
期资料为2016 年度，共调查了31925
个乡镇，其中乡 11081 个，镇 20844
个；596450个村，其中556264个村委
会，40186 个涉农居委会；317 万个自
然村；15万个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
居民定居点。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鲜祖德表示，目前，普查各项主要工作
已顺利完成，从普查结果看达到了预
期目的，“此次农业普查获得了海量反
映我国‘三农’最新家底的基础数据，
查清了粮食、棉花、畜禽、水产品等主
要农业生产底数，系统反映了农民和
农村新变化，同时，获取了农业规模化
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及环境等方面常
规统计调查没有覆盖的信息，填补了

‘三农’统计上的空白”。
普查结果显示，10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
基本情况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农业
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高；现代农村建设成绩斐然，农

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面貌焕然
一新；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三农”还存
在一些短板，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化水
平仍然不高，城乡发展仍然存在较大
差距等。这些大量翔实的“三农”信
息，为制定和完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三农”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将为
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更加翔实的统计数据支撑。

我国的农业普查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普查之一，组织实施难度很大。
为准确摸清家底，近 400 万名普查员
和普查指导员进村入户，严格按照普
查规程和要求调查登记，全国共调查
了 60 多万个村、2.3 亿住户和 200 多

万个单位。根据事后质量抽查和对现
场调查数据的分析评估结果，本次农
业普查登记户的漏报率为 0.19%，普
查指标数据差异率为 0.40%，低于二
农普 0.63%的水平，数据质量达到设
计要求，数据质量可靠，真实反映了

“三农”的发展变化情况。
鲜祖德表示，与前两次农业普查

不同，此次农业普查主要紧跟新时代
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发生的深刻变
革，在摸清基本家底的前提下，聚焦农
业生产经营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生活
新变化。

在普查表设置上，新增规模经营
户表，将规模户与普通农户区别普查，
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普查更加翔实，以
准确反映农业现代化新进程。在普查
内容上，新增反映当前农业农村农民
新变化、新特点的内容和指标，深入揭
示农村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特点，全面
反映1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新情况、农
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在
普查手段上，首次在农业普查中利用
无人机、卫星遥感、手持智能终端和联
网直报等现代信息技术采集和处理普
查 数 据 。 使 用 手 持 移 动 采 集 终 端

（PDA）入户访问登记，并实时向国家
统计局传输原始数据，提高了普查工
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鲜祖德表示，此次普查为社会公
众提供翔实的“三农”基础信息，为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提供服
务，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生产决策
信息，直接受益的就是广大农村居民
和农业生产经营者。下一步，将继续
发布农业普查的主要结果，做好农业
普查资料的开发利用，利用农业普查
资料完善农村统计调查体系，做好农
业普查工作总结。

11月份国民经济继续稳中向好

经济运行韧性强 结构优化亮点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本报北京12月14日讯 记
者冯其予从商务部获悉：1月份
至 11 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
资 企 业 30815 家 ，同 比 增 长
26.5%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8036.2 亿元，同比增长 9.8%。
其中，11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4641 家，同比增长
161.5%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1249.2亿元，同比增长90.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11 月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
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 11 月份
新设企业数大幅增长有效地促
进了外资流入，部分大项目集中
到资，以及今年连续出台的促进
吸收外资的政策文件，政策效应
不断显现。

制造业和服务业吸收外资

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高峰表示，
前 11 个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
资 207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2％ ，占 外 资 总 量 比 重 的
25.9％；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5827.5 亿元，同比增长 13.5％，
占外资总量比重的72.5％。

高技术业吸收外资延续良好
增长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 601.5 亿元，同比增长
9.9％。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1771亿元，同比增长100.9％。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74 个国
家和地区的5796家境外企业新
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
投资 107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33.5%，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
一步有效遏制。

本报北京12月14日讯 记
者陈果静报道：央行今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11 月份外汇占款增
加 23 亿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小
幅增长，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9月份，外汇占款余额增加
8.5 亿元，为 2015 年 10 月份以
来首次“转正”。10 月份，外汇
占款余额再次增加 21 亿元，增
幅扩大。此前，市场预计，随着
人民币汇率保持窄幅波动，市场
预期分化，短期内外汇占款不会
出现大幅波动。从汇率情况看，

1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
后升，总体波动不大。因此，汇
率因素对外汇占款的影响不
大。同时，11 月份贸易顺差增
至402亿美元、近几个月中美利
差走扩等均有助于外汇占款的
回升。

交银金融研究中心认为，短
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
可能面临小幅贬值压力，但总体
较有限。预计短期内外汇占款
将继续维持在0附近，不会出现
大幅增加或减少。

本报北京12月14日讯 记
者王轶辰报道：国家能源局近日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清洁供
暖热源应急储备，在存在供暖缺
口且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电供
暖等供暖方式不能满足清洁取
暖需求的情况下，对于未列入投
产计划、已建成并达到超低排放
标准、开工条件完备的燃煤热电
联产项目（背压机组除外），可作
为应急储备电源，向外供热，保
障民生采暖的应急需求。

通知明确，各地要因地制宜
选择方式多样、经济适用的清洁
供暖模式，尽可能替代散烧煤。
对于偏远山区等暂时不能通过
清洁供暖替代散烧煤供暖的，重

点利用“洁净型煤+环保炉具”
“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
等方式替代散烧煤。

对保障清洁能源供应工作
过程中涉及的项目审批、项目
用地、工程施工、城市规划等方
面的问题，通知要求，加强指导
协调，提高办事效率，推动天然
气管网、配电网、热力管网等清
洁能源供应相关项目尽快建成
投运。

在“煤改气”气源供应上，国
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督
促各级供气企业、城镇燃气公司
与上游供气商签订“煤改气”供气
协议，制定“煤改气”实施方案和
年度计划，有序推进“煤改气”。

本报讯 记者李芃达从近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
专利奖颁奖大会上获悉：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达 到 104.2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5.8%；PCT 国际专利申请受理
量 达 到 3.9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11.3%；专利质押融资额达到
532亿元，同比增长73%。

本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
“一种无线中继设备的中继方法
及无线中继设备”等 20 项中国
专利金奖，“复式双滚筒洗衣机”
等5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以及
中国专利优秀奖802项，中国外

观设计优秀奖68项。
今年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等领域均取得
新进展。1月份至10月份，全国
专利行政执法办案量达到3.4万
件，同比增长 19.8％，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数量
达到29个；长沙等6个地方正式
启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
点，探索更加高效的知识产权综
合管理体制。国家知识产权局
还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加
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
议，柬埔寨成为首个在其国内认
可中国专利授权结果的国家。

1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长90.7%
新设企业数大幅增长促进外资流入

11 月份外汇占款再增 23 亿元
已连续3个月小幅增长

国家能源局通知要求

做好清洁供暖热源应急储备

前10个月发明专利申请量超百万件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通讯
员许峰 杨楠报道：随着冰雪旅
游提档升级，特别是黑龙江省国
税局营改增后“外溢效应”凸显，
推动了以“冷资源”为特色的
黑龙江旅游产业转型蜕变，一条
冰雪旅游产业链迎来了勃勃生
机。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底，
黑龙江全省共有旅游业营改增
试点纳税人2070户，今年前10
个月总体减税2183万元。

旅游业是综合性较强的产
业，实行营改增后，既消除了营
业税的重复征税，又增加了进项
抵扣，形成了完整的税收抵扣
链。旅游景区是减税的直接受
益者，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作为
世界最大体量冰雪主题乐园，是

冰雪旅游的代表。项目创办单
位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
公司，自 2016 年 5 月份至 2017
年11月份实现销售收入33982
万元，缴纳增值税额 798 万元，
与缴纳营业税相比减少 475.83
万元，降幅近37.4%。

旅游景区收下了营改增的
“减税红包”，相关旅游配套产业
同样红利不断，餐饮、住宿、健
身、旅游产品销售等上下游产业
链联动反应，市场活力显现。

黑龙江省国税局负责人说，
减税效应不断显现，势必带动社
会分工细化，而随着产业链不断
拉长，税基逐渐扩大，将在推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黑龙江：

“营改增”红利惠及冰雪旅游

12月14日，市民在新疆铁
门关市博古其镇农贸市场选购

“冰葡萄”。
当天，上市的“冰葡萄”销

售火爆。今年,当地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为农民出台土地、
金融等优惠政策，通过土地流
转，种植无公害有机葡萄3000
余亩，为解决滞销难题，当地
政府首次将产品冰冻进行四
季销售。“冰葡萄”一上市便供
不应求，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
值，为农民增收带来了丰厚的
经济效益。 杜炳勋摄

“冰葡萄”销售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