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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
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经初步核算，
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09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
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
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总的来看，
2018年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为什么这样说？

经济总量连续两年上台阶

2018年，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
难逐步增多，我国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
也十分繁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
GDP 总量首次突破 90 万亿元大关。这
是中国经济继2017年突破80万亿元大
关后，再次攀上新的台阶。经济总量连
续两年上台阶，且稳居全球第二位，这一
成绩来之不易，也凸显了中国经济运行
的稳健。

从经济增速看，按可比价格计算，
2018年GDP比上年增长6.6%。6.6%的
增速水平，不仅实现了2018年年初确定
的“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而且在
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名列首位。更重要
的是，6.6%增速背后代表的增量接近 8

万亿元，这本身也是不小的经济规模。
中国经济运行的“稳”，还充分表现在

物价、就业、收入等与民生相关的指标
上。2018年全年，在供需趋于平衡、价格
传导、食品类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
共同作用下，CPI比上年上涨2.1%，明显
低于3%左右的预期涨幅，表明物价水平
总体平稳。从就业看，2018年城镇新增
就业1361万人，比上年多增10万人，连
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完成全年
目标的123.7%；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保
持在4.8%至5.1%之间，实现了2018年年
初提出的低于5.5%的预期目标。从收入
指标看，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82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快于人均GDP
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2018 年，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但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05050亿元，比
上年增长9.7%；贸易总量首次超过30万
亿元，创历史新高，保持世界第一；数量

增长，结构优化，进出口稳中向好的目标
较好实现。外汇储备在 3 万亿美元以
上，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当然，观察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态势，
仅看规模和总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
随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观
察中国经济，更应该不仅看其经济增长
数量指标，考量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
模，还要关注其质量和效益的指标，关注
其后续的经济发展动力。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按照党的十九
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我国始终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
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发展新动能壮大。
——从需求结构看，2018 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
长 9.0%，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消费
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最终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比上年
提高18.6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高
出43.8个百分点，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主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年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9%，较2017年
有所放缓，但投资内部结构明显优化，民
间投资同比增长 8.7%，比上年加快 2.7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5%，比
上年加快4.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
16.1%和 11.1%；此外，重点短板领域投
资加强，全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农
业投资分别增长43.0%和15.4%，分别快
于全部投资37.1个和9.5个百分点。在
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的同时，贸易结
构也在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7.9%，占出口总额的58.8%，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

——从产业结构看，2018 年，我国
农业种植结构优化调整，粮食总产量基
本稳定，全国粮食总产量65789万吨，比
上年下降0.6%，仍是历史高产年，连续4
年保持在 65000 万吨以上。全年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
6.2%，增速缓中趋稳，但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5.5 个、
2.7 个和 1.9 个百分点，表明工业发展加
快向中高端迈进。2018 年，全国服务业
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7.7%，保持较快增
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2.2%，
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新产业、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成长，2018年，我
国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服务
业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光纤、
智能电视产量大幅增长，网上零售额增
长超过 20%。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科技引领发展作用不断增强。这些新动
能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扩就
业，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由此可见，2018 年，尽管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
变，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

为何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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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本报北京1月21日讯 记者曾金华
报道：财政部 21 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全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33877.7
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中央企业
20399.1 亿元，同比增长 12.7%；地方国
有企业13478.6亿元，同比增长13.2%。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
行继续保持较好态势。盈利能力和偿债
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润增幅
高于收入 2.9 个百分点，石油石化、钢铁
等行业利润增幅较大。”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份2018年国企运
行“成绩单”反映出国企保持稳定向好的

发展态势，“特别是利润增幅高于收入增
幅、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费用增长率
保持稳定，显示出企业效益总体上升”。

统计显示，2018年，国有企业营业总
收入 587500.7 亿元，同比增长 10.0%。
其中，中央企业338781.8亿元，同比增长
9.8%；地方国有企业 248718.9 亿元，同
比增长10.4%。

2018 年 ，国 有 企 业 营 业 总 成 本
570431.9 亿元，同比增长 9.8%；税后净
利润 24653.7 亿元，增长 12.1%；应交税
金46089.7亿元，同比增长3.3%。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面，2018
年 12 月 末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1787482.9亿元，同比增长8.4%；负债总

额1156474.8亿元，同比增长8.1%；所有
者权益合计 631008.1 亿元，同比增长
9.0%。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1 月份至
12 月份，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3.9%，
增长0.1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中央企业的效益好于
地方国企，这反映出央企加大力度推进稳
增长、调结构取得明显成效。”白景明说。

主要行业盈利情况方面，统计显示，
2018年，石油石化、钢铁等行业利润同比
大幅增长，均高于收入增长幅度。“从全年
国有企业运行情况看，能源、钢铁等行业
发展状况良好，反映出我国经济虽然面临
较大下行压力，但拥有足够的韧性，保持
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白景明表示。

去年国企利润总额增长12.9%
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均有所提升

本报北京1月21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等18部委日前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在21日举行的深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视频会议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
示，要在全国农村以“村村户户搞清洁、干干净净迎春节”
为主题，广泛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努力打好今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第一战。截至1月16日，共有24个省（区、市）
已启动或即将组织实施符合本地实际的村庄清洁行动。

村庄清洁行动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问题为重
点，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参与、集中整治，着力解决村
庄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三清一改”，实现村庄内垃圾
不乱堆乱放，污水乱泼乱倒现象明显减少，粪污无明显暴
露，杂物堆放整齐，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清洁卫生文
明意识提高。所谓“三清一改”，包括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清理村内塘沟，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
环境的不良习惯。

《方案》印发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积极
筹措资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部分地方进一步完善
支持政策，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支持力度。广东
2019年省级财政预算将投入97亿元专项用于全域启动
村庄清洁行动，同时要求各市、县、镇安排配套资金。内蒙
古计划拿出20.4亿元对农村“厕所革命”进行专项补贴。
上海探索创新项目审批、资金拨付和运行管理等机制。

本报北京1月21日讯 记者吉蕾蕾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力度，近期又
制定了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4个流域禁渔期制
度。至此，内陆七大重点流域禁渔期制度和主要江河湖海
休禁渔制度已实现全覆盖。

在农业农村部2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海河、辽河、松花江是华北和东北
地区的3个主要流域，面积广阔，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孕
育了诸多特有水生生物物种。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3个流域的水生生物保护形势日趋严峻。

目前，这3个流域的相关省份已开展了不同程度的
禁渔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禁渔期制度还不
健全，各地禁渔行动缺乏统一部署，特别是一些跨省份、
跨县市的水域容易成为管理盲区。

“建立各流域相对统一的禁渔期制度，有利于把散乱
的禁渔行为上升为全流域有声势、组织化、严管理的禁渔
期制度，加大三流域渔业资源及其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使华北、东北地区的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得到修
复。”于康震说。

同时，农业农村部将从今年开始分类分阶段在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推进禁捕工作。此外，对相关流域的禁渔
期也有了明确的时间段：长江、淮河、珠江等流域禁渔期
为3月1日至6月30日；黄河禁渔期为4月1日至6月30
日；海河、辽河、松花江禁渔期从 5 月 16 日开始，到 7 月
31日结束。

本报北京1月21日讯 记者刘瑾从生态环境部21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2018年，全国空气质量
总体改善。数据显示，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重污染
天数比例为 2.2%，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PM10浓度为71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5.3%。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表示，尽管总体改
善，但也要清醒看到，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处高
位，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等方面问题仍
然突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三大重
点区域单位面积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至5倍，大气污染防治仍然任重道远。

据悉，2019年，生态环境部将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
心，组织开展《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考核评估，
督促各地落实重点任务，对空气质量恶化、大气污染防治
措施不落实的地区及责任人进行问责。同时，每月通报
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情况，对
空气质量改善进度缓慢或恶化的地区，每季度开展预警。

刘炳江说，今年将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
力度，深入开展“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同时修订重点行
业排放标准，推动重点行业提标升级改造。推进燃煤机组、
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稳步开展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加
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散煤治理力度。

去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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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1月16日，江苏省泗洪县青阳
街道一处养殖塘口，养殖户正在拉网捕鱼，
准备供应节日市场。

刘成龙摄（中经视觉）

右图 1月19日，渔民在卧龙湖冰面
上捕鱼。当日，辽宁康平县冬捕节展示的
传统古法捕鱼等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观看。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